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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医保、交通……随申码不断拓展应用场景
上海“随申码”起源于疫情，但应用

不局限于疫情防控。 在“随申码”设计之

初， 就将其定位为上海公共管理和服务

领域的市民随身服务码，运用服务理念，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随着前期疫情防控需要，“随申码”

已广泛使用于机场铁路、道路卡口、医院

药店、企业园区、住宅小区等各类公共场

所中，有效支撑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截

至当前，“随申码” 累计使用次数超 12.6

亿次，用码人数超 3400 万人。

益母草能降血压，跷二郎腿会导致高

血压……近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

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继续教育学院院

长张海澄教授对今年 6 月至 8 月公众关

注的几大高血压谣言进行了详细解析。

不强制在所有线下场景使用

上海“随申码”依托“随申办”APP、微

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向市民群众提供多

渠道服务。

基于“一网通办”照片库，“随申码”还

能实时显示本人照片头像， 方便管理人员进

行人码对比。 此外，提供线上申诉渠道，市民

群众如果对“随申码”数据准确性有异议，也

可以通过“随申码”下方的“我要申诉”留言

申诉， 后台服务团队将会在第一时间予以核

实处理并反馈。

考虑到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弱势群体

等不同群体的多样化特点， 上海不强制在所

有线下场景使用“随申码”，可按照“有码认

码、无码认单”的原则予以认可，最大程度照

顾各类人群的习惯和需求。

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除了将“随申码”用于个人健康信息核

验外，上海相关部门依托“一网通办”和大数

据赋能，在多领域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城市治

理能力不断提升。

在毕业生求职招聘领域，5 月 21 日，上

海市教委推出“毕业生就业随申码”，依托市

大数据资源平台， 打通求职数据共享交换通

道，实现用人单位扫码发布招聘信息、毕业生

扫码授权提交求职简历，构建了双向互动、安

全可靠的求职信息传输通道， 为疫情防控期

间的学生就业提供安全保障。

在文旅、 体育及信用领域，5 月底，上

海市体育局将“上海市游泳场所泳客健康

承诺卡”与“随申码”关联，泳客到游泳场

馆出示“随申码”，即可核验健康状态并快

速入场。目前，已在本市 155 家游泳场所试

点运行，累计服务 82 万人次。 6 月，上海大

剧院、 虹口足球场等文体场馆实现闸机扫

码入场，观众只需出示“随申码”即可同步

核验身份信息、健康信息、购票信息。 上海

图书馆推进“随申码”全场景使用，3 月份

实现扫“随申码”过闸机入馆，同步核验健

康状态和预约信息；8 月底，实现通过“随

申码”办理外借读者证；近期，市民将可通

过“随申码”信用核验功能实现免押金图

书借阅。

在交通出行领域，7 月底，上海市交通委

会同久事集团、申通集团，将原本散落于多个

APP 的“公交码”“地铁码”进行整合，市民

只需要使用“随申办”一个 APP 即可实现公

交乘车、地铁进站，为市民提供出行新体验。

在医保就医领域， 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开

展医疗付费“一件事”改革，打通“随申码”

和医保电子凭证， 在看病就医场景中， 实现

“随申码”挂号、就诊、付费全流程办理，病人

看病免带实体卡，就医付费不排队。 8 月底，

已实现全市公立医院医疗付费 “一件事”改

革全覆盖。

下一步，将继续以应用为牵引，以服务为

导向， 围绕市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以及企

业生产经营等场景，深入推进“随申码”在各

个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挖掘“随申码”长期应

用价值，全力将“随申码”打造为本市公共管

理和服务领域的市民随身服务码。

（澎湃新闻）

市民使用随申码在医院挂号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降压不能吃芹菜？

专家解开高血压几大谣言

谣言一：偏方能治高血压

一种治疗方法一定要有循证医学证据来

证明到底有没有效。 偏方的安全性到底有没

有效，都没有得到精确的证实。 别人的香草有

可能就是你的毒药， 得了高血压并不是多么

大的一件事。 因为高血压可防可治，不要把偏

方当做唯一的救命稻草。

谣言二：益母草能降血压

关于益母草降血压，目前仅有小型的动物

实验，应用益母草的水煎液 1000mg/kg，服用

7天后血压平均降幅约 3mmHg，服药 2 周后

血压降低在 10mmHg以内，并且不能将血压

降至正常。 这种降压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人体不可能服用如此巨量益母草，

过量服用会导致乏力、酸麻疼痛、下肢瘫痪、

大汗、虚脱等不良反应。

谣言三：高血压患者忌吃芹菜

有人说芹菜含盐量高， 也有人说它可以

降血压。 这样的谣言不可信。

每 100 克芹菜茎里含钠量是 150 毫克，

相对其他的菜含钠量高了一点， 但离我们每

天的食盐摄入量还差很多， 这个菜你喜欢吃

就吃，只是不要吃太多，也不要拿它当降血压

的神药。

谣言四：跷二郎腿会致高血压

“正规的测血压之后再测跷二郎腿，跷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已经很累了，血

压增高一般不会超过 10 个毫米汞柱， 我也

亲自做了实验。 ”张海澄教授表示，目前为

止， 科学上没有跷二郎腿可以导致高血压任

何证据。

谣言五：鸡肉是高血压克星

鸡肉好吃，但血压难降。 首先，鸡肉中的

精氨酸和胶原蛋白降压仅限于一些基础小研

究和动物实验， 对人体的研究没有证据。 另

外，鸡肉里面含有的精氨酸、胶原蛋白的含量

并不突出，很多食材比它含得多。

（健康时报）

全市工会增加一次性节日慰问额度

近日，总工会发布《关于增加一次性

节日慰问额度进一步深化工会消费扶贫

行动的通知》，明确本市各基层工会可在

《上海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

规定的逢年过节发放慰问品标准基础

上，增加一次性节日慰问额度，标准不超

过 500 元/人，具体解读如下：

▲

一次性增加标准

各基层工会根据经费实际情况，2020 年

度一次性增加工会经费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

慰问品额度， 用于购买本市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对口支援地区消费扶贫产品， 标准不超过

500元 /人。

▲

使用方法

增加的额度可结合国庆、中秋、元旦、春

节等节日分批使用，使用期限截至 2021 年 2

月 28日。

▲

核算方法

增加的支出应纳入预算，当年度经费不

足的，可动用历年结余。 核算时，按《上海基

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统一

在 “职工活动支出—其他活动支出” 中列

支。

▲

相关信息了解渠道

各基层工会可通过国家扶贫办、 财政部

“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仅限各

级财政预算单位）和市、各区局（产业）对口

本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地区消费扶

贫平台，以及市总工会官网“公告栏”中公布

的直采目录、“申工社”微信公众号“服务大

厅”中“消费扶贫”，了解相关信息，做好宣传

推广工作。

（劳动报）图片来源 /站酷海洛 PLUS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

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社

区发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

问题发送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

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本期截止日期为

10月 1日）。 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

者，将成为最佳“啄木鸟”，并获得 100 元

的现金奖励； 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

外十位读者，则将成为优秀“啄木鸟”，并

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0 年 8 月优秀“啄木鸟”：李群、张

德胜、陈伟萍、张德胜、曹酉虹、徐成林、路

永敏、万燮枬、沈士俊、周银玉

2020 年 8 月最佳“啄木鸟”：严志明

扫码关注“上海社区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