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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7枫林街道

杨蓝：用心体会居5感受

“徐汇小囡” 杨蓝医生所在的枫林

街道社区卫生中心谨斜团队的服务站，

就在谨斜居民区的“邻里汇”里，与居委

办公室比邻。市中心的老旧小区，能利用

的空间非常有限，服务站内，治疗室、办

公室的布局像俄罗斯方块一样紧密贴

合，就连给居民配药分药的大桌，都有折

叠功能———在走廊分好药之后， 还要折

起来，这样可以腾出空间让人走路。

然而就在这一方天地里， 杨蓝和团

队一起，将家庭医生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采访她的这一天，2023年上海高考

拉开序幕。 说起高考，杨蓝笑哈哈：“我高

考的时候，爸爸一定要我报考医科，我不

想学医，他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说自己

女儿就是要做医生的。 ”都说“知女莫若

父”，做家庭医生至今 8 年，杨蓝说：“我

发现自己真的喜欢当医生， 尤其适合当

家庭医生，我特别喜欢和人打交道。 ”

2015 年， 杨蓝来到枫林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当全科医生。枫林街道常

住人口 11万人，老年人口多、老旧小区

比例大。作为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市首批公立医院高质量试点单位、

首批示范康复中心，一道难题摆在彼时

的枫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前：如何能

在三甲医院林立的枫林把家庭医生这

件事做好？

在中心的带领下，杨蓝和团队同事

在全科基础上向专精方向不懈努力。近

年来，她成长为主治医师、骨松专病医

师，获评市“医苑新星”青年医学人才、

区十佳家庭医生。

荣誉的获得， 让杨蓝忙碌而充实。

但在她看来，做好家庭医生最关键的秘

诀，都是围绕“人”展开的。

在杨蓝签约的 1995 名居民中，有

一位张阿姨。 这天，张阿姨一来门诊就

拉着杨蓝的手泪眼婆娑。“她说自己最

近浑身疼，走路也没以前利索了，她听

人说，得了绝症就会这样，感觉自己‘大

限将至’。 ”面对张阿姨“异想天开”的推

断，杨蓝没有一笑置之。 她通过全面的

病史采集和检查评估， 发现阿婆其实是

得了骨质疏松。“长期腰背痛让她睡眠严

重不足，疼痛又让她很难出门，生活半径

和社交圈明显地缩小。 加上老伴早年去

世，女儿移居澳洲，独居的张阿姨逐渐寡

言少语，甚至有了抑郁倾向。 ”

杨蓝寻到了病因，虽然与严重的疾

病相比，骨质疏松是常见慢性病，但是

它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明显降低了张阿

姨的生活质量。

“如果她是我的长辈，我要怎么帮

助她？ ”想到这里，杨蓝打算以“生物医

学—社会—心理” 的方法帮助更多的

“张阿姨”。“平时在骨松门诊的时候，

我注意到，老年人更多发焦虑、抑郁等

情绪问题，而且疼痛程度越高，情绪障

碍越明显。 ”

杨蓝觉得，在慢性病的治疗方面，家

庭医生应该“医病先治心”。“门诊时一旦

发现老年人有这方面倾向的时候， 我会

引导他们做情绪自评量表， 在充分沟通

与疏导的基础上， 会通过医联体平台将

他们转诊到上级医院的心理科进行干

预。 ”在她看来，家庭医生的治疗不仅仅

是病理上的，“还应尽力帮助他们恢复社

会交往，走出情绪的‘圈子’。 ”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 杨蓝几乎每次举办居民健康

讲座， 都会特地带着张阿姨当助手，“我

请她帮我发放资料、 记录名单和居民需

求。 ”慢慢地，少言寡语的张阿姨“被迫”

和居民聊起天来，性格逐渐恢复了开朗、

随和。杨蓝为她制定了药物治疗方案，同

时建议张阿姨多晒太阳，增加户外运动，

多喝牛奶少喝咖啡。“特别要注意防跌

倒， 因为老人一旦跌倒就有骨折的风

险。 ”杨蓝和团队护士一起入户评估她的

居家环境安全， 帮助她申请家庭设施的

防跌倒改造、安装扶手等等。 慢慢地，张

阿姨的疼痛和情绪都明显好转了。

张阿姨的案例让杨蓝认识到，对于

老年人来说， 健康科普是相当重要的。

她以张阿姨的故事为蓝本，和团队一起

几经修改，创作了科普作品《玛丽奶奶

的老年生活》，通过情景剧的形式，向社

区居民积极传递健康知识，获得了上海

全科医师健康科普比赛特等奖。

如今，生活里的大事小情，谨斜的

居民都喜欢来问问杨医生的意见。杨蓝

讲话很有条理，细致又很直接，她说这

就是长时间在居民区里、在与居民抬头

不见低头见的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我

觉得， 家庭医生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尊

重居民本人的意见，了解、明白他们的

感受，给予他们清晰、明了的健康建议，

信任就会慢慢地建立起来，在这个基础

上，家庭医生的工作就会事半功倍了！ ”

青浦7赵巷镇

李琳：“往返跑”是常态

2015 年， 在青浦长大的李琳从市

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回到了青浦，

来到赵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任职。如

今，她是中心的全科副主任医师，家庭

医生团队长、医务科科长，也是上海市

第五批优青培养对象。

与市区里的社区卫生中心“螺蛳壳

里做道场”比起来，位于郊区的赵巷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大楼宽敞明亮、 设施一

流，但同时，郊区也面临市区所没有的难

题：居民不再“触手可及”，他们居住分

散、距离远，加上郊区相比市区的医疗资

源十分有限， 这对郊区的家庭医生工作

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但李琳做到了在全

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中排名靠前。

她说“秘籍”就是脚踏实地：“家庭

医生，要和居民做朋友。 ”

李琳的办公室里，一面面温暖信任

的锦旗、 一封封情真意切的表扬信，正

是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真诚与和谐的

具体体现。

在她的签约居民中，曾有一位食管

吻合口瘘术后的居民， 由于行动不便，

需要医生每天上门换药。由于白天要出

门诊， 李琳经常要在下班或休息日，开

车数公里从自己家到居民家中讲解、换

药。 由于病情复杂，上门换药的任务比

普通的患者漫长且艰巨，李琳没有丝毫

抱怨，并且悉心宽慰病人，帮助患者摆

脱焦虑的心情。病人的家属觉得过意不

去，学习了一些必要的换药知识自己在

家处理， 李琳仍然坚持定期去指导，最

终病人顺利拔管，至今康复良好。

签约患者多、住地分散，加之需求

多样，于是每天来回数公里的“往返跑”

成了李琳工作的常态。

近年来，有不少市区老人为选择在

居住环境良好的青浦养老。在李琳负责

的居民里，就有不少这样的纯老家庭。

这天， 李琳在小区里遇到了沈老

先生。沈老先生夫妻退休后住在青浦，

独生女儿在浦东。 当李琳和平时一样

笑着和他互致问候以后， 细心地观察

到老先生的脸色和走路姿态与平时不

一样。李琳“拦”下沈老先生仔细询问，

一番沟通后， 她判断老先生基础疾病

病情加重，“综合判断下来， 我考虑他

有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她耐心劝说

沈老师先生， 并自己叫车陪他前往青

浦中山医院就诊， 同时打通了老先生

女儿的电话：“我是家庭医生李琳，我

认为要即刻送你父亲去医院。”听到是

李医生，身在浦东的女儿当即同意，并

表示自己也立即动身赶过来。 到了医

院经过仔细检查， 沈老先生确诊是急

性脑梗死，因为李琳发现及时，他得以

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治疗， 情况大有

好转。 事后他女儿感激地说：“多亏李

医生，否则父亲可能有生命危险。 ”

“其实社区老人大多本身就有不少

基础疾病，但如果是家中小辈督促他们

去医院，他们往往嫌麻烦、怕花钱，选择

拖着不去看，往往小病拖成大病，轻症

拖成重症。所以我们家庭医生要及时发

现问题，因为我们医生的话，他们愿意

听、并且听得进去。 ”李琳说。

多年来， 李琳遭遇到不少类似沈老

先生的突发情况———忽然发病的高龄老

人舍不得叫“120”，第一时间打给李琳，

李琳立即叫了“滴滴”同时飞奔过去陪同

送医；足不出户的祖孙家庭，小孩忽然发

高热家中没药， 李琳马上把原本给自家

孩子药品送上门……常年为居民服务的

她，几乎没有节假日，手机也是常年 24

小时开机的状态。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琳的办公室宽敞明亮， 但她几乎从不

用，“我要么在门诊接诊， 要么在上门服

务、辖区讲座，很少坐在办公室里。 ”

如今， 赵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

实际需求为导向，开通智慧医疗，同时推

进功能社区卫生服务， 分层分类为居民

提供针对性服务，“郊区的家庭医生工作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大有可为，希望

越来越多的全科医生能够和我们一起投

入到这项工作中， 让郊区的居民更好地

享受全面的、连续的、有效的、及时的和

个性化的医疗保健服务。 ”李琳说。

日前，2023 年“市民身边的好

医生———上海市十佳家庭医生”推

选结果正式出炉。

目前， 上海全市 249 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已有 3 万余名社区医务

人员、6600 余名家庭医生， 他们日

夜坚守在社区一线， 成为居民全生

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守护者。 本报专

访了其中两位颇具代表性的“十佳

家庭医生”， 听听她们的工作故事，

理解这荣誉背后的责任与担当。 （本

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记者 郭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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