
昨日小寒。上海气温骤降，傍
晚时分迎来了新年初雪。清晨，一
些遇难者家属和上海市民陆续冒
着寒风来到外滩陈毅广场，有人
献上鲜花，有人深深鞠躬，共同悼
念外滩拥挤踩踏事件遇难者。

上午 !时 "#分，立信会计学
院的大二学生张阳倩一身黑色，
手捧菊花，第一个进入现场悼念。
为了赶来送别这些陌生的同龄
人，她早晨 $时就从松江启程赶
往外滩。她说，看到跟自己差不多

年纪的生命陨落，很难过，一定要
来送送他们。

上午 %时许，遇难者亲属陆
续捧着遗像来到广场送别亲人。
一位遇难者亲属放下鲜花，打开
手机，翻出遇难者的照片，放在鲜
花丛中，默默注视着遗像，久久不
愿离开。他献上花束的纸条上写
着：“斐斐一路走好，哥哥敬挽。”

遇难者亲属在草坪前摆上水
果祭品……痛极而泣，一位失去
孩子的母亲哭到站不起来、跪地

哀鸣；一位失去丈夫的妻子无助
痛哭；还有一位长辈，将身体伏在
草坪上，许久，才发出一声抽泣。

为了让市民有序悼念，陈毅
广场上竖起了隔离栏。走入献花
通道前，市民都会拿起一枝志愿
者准备的白菊花。

深夜，仍有市民陆续来到外
滩。献花后走出通道的林先生说：
“要铭记血的教训，希望这样的事
件永远不再发生。”
本报记者 潘高峰 孙中钦 张龙

! ! ! !本报讯（记者 施捷）市卫生
计生委昨天传出消息：外滩拥挤
踩踏事件中又有 & 名伤员出院，
重伤员减少了 &名。

截至 '月 (日上午 ''时，经

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已有 &)

人经诊治后出院，&*人继续在院
治疗，重伤员减少到 "人，其中 '

人生命体征尚不平稳，仍在全力
抢救治疗之中。

市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邬
惊雷表示，市卫生计生委把重伤
员的救治作为医疗救治重中之
重，全力组织开展医疗救治，并积
极做好出院伤员的随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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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市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
午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通报
了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殷一璀主持会议。

杨雄首先专门通报了去年 '&

月 #'日晚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拥
挤踩踏事件有关情况。目前，医疗救
治、善后处置、事件联合调查、信息
发布等各项工作正有序进行。杨雄
说，事件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令人
十分痛心，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
痛。虽然事件原因还有待调查确认，
但痛定思痛，我们必须吸取血的教
训，对这起事件进行深刻反思。特别
要引以为戒，针对重点区域、重点时
段的大人流安全管理，全面梳理现
有制度预案，深入排摸薄弱环节，及
时发现解决问题。要举一反三，进一
步强调安全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底
线”，严肃纪律，严格落实安全责任
制、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加强全社
会公共安全教育普及。

在通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
杨雄说，&*'"年全市经济社会持续
稳步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提
质的良好态势，创新驱动发展和改
革开放的积极效应进一步显现，人
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年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
“上海经济仍处于创新转型关

键期，基本面总体向好，但面临的经
济下行压力等困难可能更大。”杨雄
说，我们要深刻认识、主动适应、积
极引领新常态。加快自贸试验区建
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体制机
制创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四个中心”建设，进一步增
强城市功能；加快重大工程和重点
区域建设，为稳增长、调结构提供有
力支撑；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文
化和社会事业改革发展，提升城市
软实力；加快基层基础建设，提高城
市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加快转变
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推进城乡发展
一体化；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加
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加快政府
职能转变，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在通报大家关心的今年主要发

展指标、自贸试验区建设、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时，杨雄说，挂牌一年
多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全面推
开，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改革效
应不断显现。今年自贸试验区建设
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一方面要根据
国家总体部署，做好自贸试验区区
域扩展工作。另一方面，要在投资管
理、贸易便利化、金融改革、事中事
后监管等制度创新方面再向前走一
大步，保持先发优势。还要做好浦东
新区及全市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
革经验的各项工作。
杨雄说，新的一年，上海在科技

前瞻布局上，将实施一批重大科技
项目、一批重大创新工程；在科技体
制机制创新上，将重点完善科技管
理体制、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产
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科技金融结
合机制和人才发展机制；在创新服
务支撑体系上，将主要优化科技基
础设施体系、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科
技中介服务体系、张江示范区布局
和科技创新的软环境。同时，还要加
强科技成果产业化，着力发展新技
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四新”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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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预计到&*'$年末，本市户籍老
年人口将超"#*万人，占户籍人口比
例近#*!。
照护需求评估、医养融合、护理

保障支付渠道，设计这一连串的养
老照护“新路径”，该有怎样的制度
保障？今天上午，《上海市老年人权
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提交市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次会议审议。

需求评估全市统一
前年，本市“老年护理保障计

划”在 (个街镇试点。试点前，要对
老年护理需求评估、费用结算提出
具体措施；明确达到 %*岁以上，居
住在家或在养老机构，经过评估因

为疾病、生理功能衰退而达到轻度、
中度、重度护理需求等级或患有慢
性疾病的独居老人，给予“老年护理
费用专项补贴”。
如果试点向全市推开，评估标

准究竟该由谁制定？如何实施？修订
草案提出，全市建立统一的老年照
护需求评估标准，由市卫生计生、民
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制
定；对具有照料护理服务需求且符
合规定条件的老年人，按照全市统
一的标准进行评估，确定照料护理
需求等级，作为老人享受相应的照
护服务的依据；对高龄、无子女老人
予以适当补贴。

!医养融合"克服短板
截至 &*'# 年底，本市有近 '

万张以医疗为主的养老护理床位，

“十二五”期间老年护理床位将发
展到 &万张，加上各个养老机构的
床位，“十二五”期间本市实际拥有
各类养老床位将达 '"+$万张；这些
养老床位属于“基本养老服务”范
畴，即优先满足困难群体的生活照
料、长期护理、医疗康复的基本服
务需求。

立法调研表明，$*!的市人大
代表认为医养融合依然是申城养老
服务的短板。为此，一种立法建议
是，将老年护理机构和护理床位纳
入养老服务设施范畴，实行同等扶
持政策，保障医养协调、均衡发展。
“同时，明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应当’与社区老年人托养机构开展
合作，提供基本医疗护理服务，而非
仅仅是‘鼓励’。”市人大内务司法委
员会主任委员沈志先说。

护理保障多渠道支付
目前，沪上失能失智和半失能

失智老人约占户籍老年人口的
(+!,，约&$万人，失能失智老人照
护已纳入申城养老保障重点。专业
居家照护的老龄科研课题显示：正
常使用居家照护康复服务的老人总
体住院率由上年同期的('+!,降低
到今年干预阶段的#%+#,，下降比
例接近"*,。
这些反差正说明专业居家康复

护理的重要性。但目前困扰“居家照
护”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支付渠道。
一些在医院治疗可以享受医保的项
目，若改为居家照护，便无法享受医
保。但依照目前的医保制度，老年长
期护理所需费用，显然是医保无力
承担的，如何通过多元化的支付方

式，让更多老人享受照护服务？
修订草案给出的一种路径是：

实施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
完善老年护理筹资、评估、支付、服
务等体系，建立完善符合本市实际
的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障制度；通过
各类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
求，逐步扩大老年人常用药品和医
疗康复项目的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
围，减轻老年人的医疗康复负担。
“此外，如何发挥商业保险在养

老保障中的作用，从地方立法层面
推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保险、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试点，支持
保险机构拓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等补充养老保险业务，值得进一步
研究论证。”沈志先说。

本报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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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拥挤踩踏事件重伤员减至!人

! 昨天!不少市民赶到外滩!为遇难者献花 张驰 摄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要再向前走一大步
杨雄向市人大通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殷一璀主持

献一枝白菊 祝一路走好
遇难者家属和市民昨天前往外滩陈毅广场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