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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徐路老街上的胡师傅
修车铺，除各类维修设备外，一张悬挂在墙上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格外醒目。自2022年上海落实个体工商
户集中登记制度后，胡师傅终于取得营业执照，结束了
多年“无证”的忐忑。

修车、缝补、配钥匙……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小
本生意，在许多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但高额的
门店租金让这些月均收入几千元的手艺人难以找到合
适的经营场所。

据上海市场监管部门的调研显示，目前制约社区服
务个体工商户发展堵点之一就是经营场所，没有经营场
所就无法进行个体工商户登记，获取营业执照。

2022 年 1 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相关政策措
施，明确提出“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探索实施社区服务
个体工商户集中登记模式”。“我们通过联动各街镇的党
群服务中心、邻里汇等社区功能性载体作为集中登记
点，让社区内从事居民生活服务业的个体工商户成为

‘正规军’。”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专员郭婷婷
说。

有了营业执照，对胡师傅而言，最大变化就是做生
意更加大大方方了。“以前只能沿街摆摊，条件差不说，
做生意有偷偷摸摸的感觉。”胡师傅笑着说，“现在有了

‘身份’，再也不用担心了。”
不仅如此，如果没有营业执照，就无法开具发票，生

意规模受限。“现在不一样，如果有公司来找我做大一点
的单子，我也能给对方开发票，不怕这些生意白白溜
走。”胡师傅说。

作为浦东首家个体工商户集中登记疏导点，高东镇
徐路村村委会目前已帮助包括胡师傅在内的4位手艺
人领到营业执照。“未来我们还打算将这些个体工商户
的服务类别、收费价格等经营信息放在本地政务平台
上。”高东镇徐路村党支部书记李雄伟说，“有了这第一
批的‘示范样本’，相信会有更多个体工商户加入这个队
伍，更好服务居民。”

在上海，个体工商户集中登记疏导点正不断扩容。
今年4月初，上海市松江区红领汇196党群服务站成为
松江区第二个个体工商户集中登记疏导点。

因手艺好、做活快、价格低廉，来自安徽的何阿姨在
松江做毛衣修补已有20个年头。由于租不起门面，长
久以来她只能在菜场门口支个小摊，刮风下雨也没个遮
挡。前不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何
阿姨，依托红领汇196党群服务站为经营场所，为她办
理了营业执照，还提供了干净明亮的独立经营空间。

自从获得营业执照，何阿姨的生意也越来越好。“这
里的条件太好了，和以前不能比的。”何阿姨说，“如果我
不在的时候有居民想来送衣服修补，甚至可以委托党群
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帮忙代收保管。”

在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陆峰看
来，集中登记不仅方便了这些个体工商户，也是为居民
获得安全可靠的生活服务提供保障。“我们在集中登记
点内公示登记在此的个体工商户们的营业执照，同时将
他们的联系电话、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同步公示，避免
许多因信息不透明导致的消费纠纷。”

今年以来，上海个体工商户发展迅猛。据上海市市
场监管局统计，今年1月至4月，居民服务修理等服务业
的个体工商户新设2912户，同比增长133%。

“每个个体工商户就好比是一个细胞，只有这些细
胞健康运行，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才能生机勃勃。个体工
商户集中登记疏导点政策的推出，正是为了推动这一个
个小细胞的落地生根、发展壮大。”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
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副局长陈珮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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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师傅修车铺内，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格外醒目。

洗澡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家常小事，但对居家失能
老人来说可不简单。调查发现，大部分失能卧床老人一
年洗不上几次澡，“洗澡难”成为这类家庭的烦心事。如
何帮助失能老人维持舒适体面的晚年生活？丹阳市民
政部门率先打造社会化移动式“智慧上门助浴”服务项
目，并进行有益探索。

家住丹阳市延陵镇延星村的钱忠德老人今年已经
100岁高龄，去年底因意外摔跤导致骨折，至今已卧床
近半年。几个月来，如何为父亲洗澡成了老人儿子钱佩
华的一个心病。“家里卫生间很小，多站一个人的位置都
没有。就算我们能把父亲扶起来去浴室，也怕在洗澡过
程中出现意外，所以只能为父亲进行简单擦洗。”

最近一次社区助老员上门时，提到正在试点开展移
动式“智慧上门助浴”服务，钱佩华十分期待，立即通过
电话咨询和预约。“很快，他们就上门对我父亲的身体情
况和我家整体环境进行评估，评估合格后才能预约服务
时间。我们只需要提前准备好老人的换洗衣物、签署服
务同意书，他们就给安排得妥妥当当。”

助浴师上门后，首先进行自身消毒，为老人耐心测
量血压、心率、血氧等健康指标。3名助浴师分工合作，
有的搭设备，有的测室温、调水温。只见助浴师将一台
电动平躺移位机推到老人床前，把吊垫放置在老人身
下，推移机器到合适的起吊位置，踩下制动，挂好全部吊
绳吊钩，按住上升开关，老人就被平稳转移到已经提前
充好气、放好热水的充气浴盆中。

安康通助浴师盛锁龙告诉记者，这款多功能照护产
品，标准承重可达120公斤，全平躺式移位，通过多关节
吊板，可实现多点可调节悬吊，用于对卧床失能老人的
转移、助浴、助洁等照护，护理人员省力、省心。配套定
制的电动助浴车，能在社区小巷中穿行，便捷运输全套
设备。洗完澡后，助浴师们还帮老人更换衣服，修剪指
甲。一系列专业操作，让老人洗得干净、舒适，家属也很
省心。钱佩华当场为父亲预约安排每周一次的上门助
浴服务，钱爷爷成了这项新兴服务的“回头客”。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失能失智老人数
量逐年攀升。据统计，截至2021年，我国失能、半失能
和失智老人达4500万人。专业化的助浴、助医、助餐等
居家上门服务成为很多老人的迫切需求。

“上门助浴，除了帮老人清洁身体，还要给老人带来
心理上的慰藉。”盛锁龙说，上门前，他都会事先给老人
家属打电话，除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他还会着重了
解老人平时的兴趣爱好、敏感话题。“洗澡过程中，我们
会持续关注老人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通过拉家常的方式
减轻老人的心理压力。洗完后我们还会给老人抹上润
肤露、轻轻按摩身体，让老人全身心地享受服务。”

丹阳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介绍，民政局在调
研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时，发现失能老人原居养老的一些
急难问题。丹阳市民政局因此引入养老服务企业进行
探索尝试，采购专业助浴设备，试点上门助浴服务。

据悉，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居住环境，该服务每次上
门配备3名助浴师，收费150—200元。项目启动前，相
关部门还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助浴服务培训考核，应急措
施、助浴流程以及老年心理学等都是助浴师需要熟练掌
握的内容。截至目前，丹阳安康通专业助浴师队伍已经
发展到30人，移动式“智慧上门助浴”服务团队的表现，
受到老人及家属的认可。

为应对老龄化浪潮，江苏提出构建“苏适养老”服务
体系。仅去年，全省就完成省定培训课程护理员5.1万
人，各地开展当地养老护理员培训11.7万人次，300万老
年人接受居家上门服务。像丹阳一样，各地正通过调研
老人“急难愁盼”，探索“上门助浴”等精准项目，培训职
业助老员，让老人们生活得更有尊严，提升广大老人的
居家养老品质。

江苏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省将实施
“原居享老”支持行动和“社区安老”提升两大行动，提升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按照部署，年内将完成3万户
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开展失能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
培训5000人次，设置家庭养老照护床位1000张，更多专
业护理服务将走进千家万户。 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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