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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京京西西路路··

全景

HEADLINE

一“码”聚合社区居民所需
南京西路街道打造“家在南西”民生保障平台

□记者 姚沁艺

足不出户即可了解身边事 ，动
动手指便能预约各项业务……这样
的好事， 在南京西路街道成为了现
实。

日前，南京西路街道打造的“家
在南西” 民生保障平台小程序正式
上线，方便居民实时了解政策动态，
知晓办事指南，查看周边新鲜事。

集合居民关心的身边事

“‘家在南西’民生保障平台的打造，主
要是为了方便社区居民、白领查找社区服务、
便民点以及一些民生信息动态。 ”据“家在南
西”民生保障平台负责人介绍，该小程序涵盖
为老服务、拥军优属、残联保障、爱心公益、劳
动就业、事务受理、生活服务、社区动态等多
个板块，为辖区居民、白领全方位地提供街道
的民生信息。

记者注意到，“为老服务”“拥军优属”
“残疾保障”等板块精确划分了信息类型，方
便居民、白领查找。 如“为老服务”板块目前
还分为“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市级养老
政策”“区级养老政策”“高龄老人优待证”
等栏目。

记者点开“社区养老服务”，看到社区养
老的服务对象、费用标准、出入院流程、服务
内容等信息在小程序内详细地陈列， 页面内
还附有咨询电话按钮，只需点击按钮，即可一
键拨打电话咨询或预约。 页面内还附有一键
导航功能， 点击该功能即可显示相应站点的
位置信息。

“生活服务”板块则列明了商业直供、生
活便民两项服务清单。 居民在该板块不仅能
迅速了解商业直供的早点、 蔬菜等商品购买
的时间和地点， 还能一键拨打电话联系南京
西路街道生活服务中心的师傅们， 预约家电
维修、干洗修补等服务。

“最近，我们还在菜单栏里新添加了一个
‘意见建议’窗口。”“家在南西”民生保障平
台负责人表示， 如果居民、 白领对“家在南
西”小程序有任何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在“意
见建议”窗口留言，后台工作人员将会及时收
集整理这些建议， 并酌情对小程序进行改进
升级。

及时提供居民所需信息

在“家在南西”民生保障平台小程序的
首页，一则《老年辅具产品（租售）介绍》被
设置在最显眼的位置。

“去年年底，南京西路街道被列为上海市
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试点街道之一， 并在
长乐路 528号设立了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
点。 ”“家在南西”民生保障平台负责人告诉
记者， 一些老人因为伤病需要使用一段时间
康复辅助器具，等康复后这些器具就闲置了，
“因此，对于这些需要康复辅助器具的老人来
说，租赁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 ”

记者阅读《老年辅具产品（租售）介绍》
后得知， 康复辅助器具的补贴对象包括辖区
内本市户籍 60周岁至 74周岁低保、 低收入
老年人，及 75周岁（含）以上老年人。符合条
件的居民，只要租赁《2019 年上海市康复辅
具社区租赁（试点）产品目录》中的产品，即
可申请租赁服务补贴， 补贴金额为辅具租赁
服务价格的 50%。每次租期为 6个月，补贴金
额不超过（含）1500元。

据悉，居民可以通过电话或上门咨询，相
关工作人员会根据使用者的情况推荐租赁产
品。申请人填写康复辅具租赁服务信息表，提
交申请，经过补贴资格审核、签订租赁合同、
支付费用及押金等流程， 服务商便会上门送
货，并指导使用方法。 合约到期后，申请人可
以选择续租或归还，如果选择续租，服务商需
要对补贴资格进行再次审核， 签订新的租赁
合同。 如果不再续租，服务商将会收回辅具设
备，确认设备情况并退还押金。

《2019 年上海市康复辅具社区租赁（试
点）产品目录》中的产品，在“家在南西”小程
序中均有介绍，居民点击相关产品名称，即能
看到产品图片、租赁价格、产品功能等信息。

记者在“家在南西”民生保障平台的“残
疾保障”板块看到，除了老年人，辖区的残疾
人士，同样有可以申请辅助器具的渠道，在南
西居住的本区户籍持证残疾人， 可以登录上
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网（www.shfuju.
com）注册申请。

据南京西路街道服务办工作人员介绍，
为了进一步方便残疾人挑选辅具， 南京西路
街道还特别设置了残疾人辅具实体展示点。
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 记者来到位于延安中
路 877 弄 91 号的南京西路街道阳光家园一
楼的残疾人辅具实体展示点。 这里的辅具被
分为肢体残障、智力生活、视力听力等类别进
行展示。据了解，辖区残疾人或家属时常来这
里，通过试坐、试用，判断自己适合的辅具尺
寸和型号， 保证在网上预约到最适合自己的
辅具。

推进“智慧型”社区建设

据南京西路街道服务办工作人员介绍，
2021 年， 街道将全力优化社区公共服务供
给，致力于“智慧型”“创业型”“强军型”社
区建设。 其中，“智慧型”社区的建设，将给居
民带去便利快捷生活。

据介绍， 南京西路街道将进一步运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 集成各类民生数据并加以可
视化呈现， 为更加及时地把握社区民生状态

提供数据支撑。 同时， 街道将深化“家在南
西”小程序八大板块功能，在此平台上形成为
老服务、拥军优属、残疾保障、爱心公益、劳动
就业、 事务受理、 生活服务等政策服务的展
示、预约、实现和备案的完整闭环。

此外， 街道计划在常态化推进残疾人无
障碍进家庭改造的基础上，探索残疾人“信息
无障碍”项目，让信息技术为视力障碍者安上
“千里眼”，为听力障碍者装上“顺风耳”，为
肢体障碍者配上“飞毛腿”，让残疾朋友感受
到现代科技带来的平等参与、 尊严感和幸福
感。 街道还将继续聚焦老年人安全、健康等功
能性需求，开展社区适老化改造工程，提供适
合老年人居家环境下不同场景的产品服务
包，包括卫生间、厨房、客厅、卧室和阳台等日
常活动区域的施工改造。

为了完善“智慧型” 社区的建设，2021
年，街道还将优化陕北乐龄站点功能，力求打
造一个综合性、多样性、一条龙的服务链。 周
边小区老人只需刷福民卡就可以在家门口享
受到量血压、测心率、测血糖等服务。

工作人员为老人上门安装康复辅具

链 接

扫码进入“家在南西”小程序▲

心系老人伸援手 社区关爱送温暖

□记者 姚沁艺 整理报道

邻居突然成了独居老人，你会怎么做？
最近，家住四明村的莫阿姨因遭遇家

庭突发事件，成为了独居老人，近期还被
医院查出患有老年痴呆， 生活无法自理。
为了让莫阿姨安度晚年， 邻居们守望相
助，街道和居委会多方协调，最终成功将
莫阿姨送往养老院，解决了生活的困难。

老人突遭变故 邻里共同关注

去年， 延中居民莫阿姨的儿子因故和家
庭失去联系。 莫阿姨的老伴得知这一消息后，
突发脑溢血，经医院全力抢救后，虽暂时保住
了性命，但下半身已瘫痪，插管供食，由他的
弟弟送往养老院照料。

莫阿姨的身边没了儿子和丈夫， 一下子

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因为一日三餐都在外解
决，她的退休工资很快就花光了，在外吃饭经
常赊账。

很快， 莫阿姨的事情就在四明村里传开
了。 邻居们逐渐发现，莫阿姨经常说着“儿子
去月球了”。 更让人担心的是，遭遇变故后，莫
阿姨洗澡经常忘记关水龙头和煤气，水放了一
整夜。好心的邻居们急忙向延中居委会反映了
此事。

针对莫阿姨的情况， 延中居委会迅速联
系了静安区中心医院。 居委干部带着莫阿姨
去医院检查， 得知莫阿姨患有老年型痴呆、2
型糖尿病。 更糟糕的是，莫阿姨目前大小便失
禁，无生活自理能力，经常忘记吃药。 看着莫
阿姨的人生遭遇如此重大的变故， 居委干部
们心里都不是滋味。

伸手献出关爱 社区助力养老

充分了解了莫阿姨的情况后， 居委干部

们开始主动照顾莫阿姨的生活起居。为了让莫
阿姨按时吃药，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每隔几天
就会帮她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药， 寒潮来
临， 还特地从自己的家里带了 2 条厚被子送
给莫阿姨；为了解决莫阿姨的吃饭问题，延中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毛卫群特地关照了四明村
附近的饮食店， 帮助莫阿姨安排好一日三餐。
莫阿姨的敬老卡找不到，居委干部一起推着轮
椅带她去补办……这个冬季对莫阿姨来说格
外寒冷，但社区的关怀让她感受到了暖意。

不久前， 莫阿姨的长护险阿姨和邻居到
居委会反映，莫阿姨的情况愈发糟糕，还会经
常在楼道内、厨房里随意大小便。

显然，对于莫阿姨的身体情况来说，仅靠
社区的照顾已经远远不够。为了全力保护莫阿
姨的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南京西路街道平安
办、服务办，南京西路司法所，延中居委会的代
表们坐到了一起，商讨莫阿姨的看护问题。

经讨论， 由延中居委会对莫阿姨进行临
时监护，并送养老院看护。 这种做法一方面保

证莫阿姨可由养老院配备无糖饮食， 保障身
体康复；另一方面，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对其
看护，防止发生意外。

最终， 在延中居委会和街道相关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 莫阿姨已成功被送往养老院接
受更专业的照护。 接下来，延中居委会还将进
一步加强与养老院的对接工作， 关心好莫阿
姨的后续生活。

居居委委干干部部照照料料莫莫阿阿姨姨

残残疾疾人人辅辅具具实实体体展展示示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