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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关注

市民政局局长回应助医陪诊、适老化改造等热点话题

上海今年将新增养老床位 3000张
到今年年底全市率先打造 100家智慧养老院

到 2024 年底全市共建成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529
家，现在每个街镇基本都会有 2-3家，社区长者食堂总量已
经达到 405 家，提前完成“十四五”400 家目标。居家环境
适老化改造 5年任务目标是 2.5 万户，实际到去年年底也已
经超过了 3.4 万户，基本都提前完成了“十四五”规划的各
项目标。到今年年底，养老床位完成 17.8 万张，现在已经达
到17.58 万张，今年目标是新增 3000 张。另外，专门用作认
知障碍照护的养老床位也已经达到 1.5 万张。
蒋蕊透露，今年继续加大医养结合的力度，“我们鼓励

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能够尽可能内设医疗机构，前些年标准
是 150 张床位以上的养老机构要应设尽设，现在提出 100
张床位以上的养老机构都要尽可能内设医疗机构，通过内
设的医务室就可以解决一些常见病、慢性病的配药问题。不
具备条件内设医疗机构的也不用担心，我们和卫健部门一
起推动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和养老机构建立签约关
系，而且要做实签约服务，每周至少 1 个半天，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医护人员要上门提供服务。另外还有这些年开展
的养老院+互联网医院，通过和三甲医院、二级医院建立互
联网医院，可以实现云上挂号，云端门诊，在线续方，都极大
方便了住养老人的医疗服务。”
养老院发展也要跟上智慧的步伐，智慧养老院主要包

括入住管理、出入院管理要是智慧的，餐饮管理、健康管理、
日常专业照护、安全防护。目前已经建成了 70 多家智慧养
老院，到今年年底全市率先打造 100家智慧养老院。
今年，上海市民政局提出了养老机构品质提升三年行

动计划，预计到 2027年底全市所有养老机构基本智慧功能
要实现全覆盖，同时还要建成 100 家示范型智慧养老院，推
动智慧技术和智能产品在养老机构的照护领域进一步推进
场景应用。
短托、试住是非常有效的探索，最初开展这项工作是解

决春节期间由于住家保姆春节返乡。现在养老机构的短托
服务已经是常态化开展了，今年春节半个多月的时间全市

就有 260多名老人选择短托，到试住结束的时候，有 150 位
老人表示很愿意长住，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蒋蕊介绍：“很多老年人提出没有人照料，临时性推出

了这个项目，没有想到这个项目非常受欢迎，现在变成了一
种常态化开展，不一定是春节期间，也可以是老年人术后康
复需要一段时间术后康复而家中不具备这个条件，或者阶
段性家中子女出现一些情况不在身边无法照料或者老年人
自身也需要了解一下养老机构的情况体验。”

今年将继续织密社区长者食堂

“很多社区食堂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点。”蒋蕊介绍，
这几年老年助餐受到很多老年人欢迎，模式上主要是推社
区长者食堂，前面已经报告了社区长者食堂已经超过 405
家，未来还在进一步织密布局网，相信今后老年人可以在居
家附近 15分钟步行范围内都能找到社区长者食堂。随着社
区长者食堂进一步推广，加上社区餐饮企业的加入，老年助
餐价格会体现出优惠的优势。
为了让老年人吃好，上海市民政局对社区长者食堂的

标准，对环境、餐食、安全等都提出规范，也是接下来致力于
推动均衡优质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给老年人提供更加美
味的暖胃一餐饭。
今年还将继续织密社区长者食堂，希望每个街镇有一

个甚至有两个。崇明、金山等远郊地区，除了在推社区长者
食堂之外，还更鼓励考虑辐射面积，鼓励在村组层面设立老
年助餐点，由社区长者食堂作为中央配送送到社区助餐点。
今年上海市民政局专门出台了鼓励运用市场化机制来发展
送餐服务的意见，因为有很多市场化平台，美团、饿了么等
等，用市场化的机制来开展送餐服务。
上海非常欢迎社会化的餐饮企业加入到老年助餐网络

中来。蒋蕊透露，目前，上海好几个区已经和市场化平台形
成了很好的机制，老年人吃饭相对早一点，可能 11 点钟就
开始吃午饭了，平时市场化平台送餐高峰可能要在 12点钟
以后，“这座城市还是非常温暖的。社区食堂还为快递小哥
提供一餐饭，专门留到 2点钟，晚上留到 8 点钟，最后还会

给快递小哥留一个爱心便当。”
上海市民政局专门打造了全市统一的适老化改造平

台。对于适老化改造，供应商正在不断拓展和丰富。适老
化产品从大概念来说也属于康复辅具产品一类，与老年
人生活息息相关。近几年，上海康复辅具产业有了初步发
展，形成一定规模。在康复辅具的类别中都纳入了以旧换
新的销售产品目录中，其中助听器、助行器、护理床等产
品销售额都在前面。现在每个街镇都有社区租赁点，如果
市民有需要，都可以到就近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去试
用。下一步，非常期待像智能产品特别是人形机器人的发
展能在整个康复辅具乃至整个适老化产品运用中都能获
得更大的发展。

短期在上海停留的新人可在上海办理结婚登记

婚姻是人生甜蜜旅程的新开始。2022 年 9 月，上海开
始实现全市通办，2023 年 6 月开始和全国 21 个省份之间
实现了跨省通办，今年 5月 10 日开始，即将实现全国通办。
国务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 5月 10 日实施，办理结婚离
婚登记更加方便，更好便利当事人。
去年全市共办理婚姻登记人数 13.5 万对，其中跨省通

办有 2.52 万对，上海跨省通办的人数、比例在全国来讲都是
比较高的。因为上海外来人口比较多，通过跨省通办以及接
下来实现的全国通办，想让更多不是上海户籍但是在上海
工作生活了多年的新上海人在上海结婚登记。甚至全国通
办以后，哪怕到上海来旅行，短期在上海停留的新人都可以
在上海办理结婚登记，打造浪漫婚姻起始地。
这几年上海婚姻登记服务也在改善，甜爱路开设了只

办结婚登记的登记窗口，杨浦区把婚登场所放在江浦公园，
闵行区婚登窗口本身就在公园，长宁区的婚姻登记场所放
在幸福路。蒋蕊坦言：“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在意结婚登记的
仪式感，我们希望把传统文化浸透在整个结婚登记过程中，
一开始就送上和和美美的祝福。”

晨报记者 陈里予

今年，上海市民政局会同市卫健委制订下发了
“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并启动陪诊师专
业化培训。 谁来陪、怎么陪？ 会不会收费太高买不
起？ 出现纠纷以后有没有人管？ 在昨天的《2025 上
海民生访谈》上，市民政局局长蒋蕊透露，今年的方
案中提出全市 9 个区所有中心城区加浦东、松江开
展试点，通过半年左右的试点时间不断在总结各个
区的模式，包括人员培训、服务标准、价格确定以及
政府怎么补贴，形成一套制度之后进一步推广，“陪
诊这项新兴服务出来时需要有一个时间段发展，要
让市场接纳认可，让更多人、更多服务愿意进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