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段美玲（右）穿上防护服，去为隔离观察者服务

   作为一名家庭医
生， 严正手里曾握有
51 位老人家里的钥
匙。疫情当前，除了日
常的上门服务， 他还
开展健康科普， 阻止
谣言， 并把科学防控
知识分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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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医生：守好“两道门”

坚坚决决打打赢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防疫战 医患多配合
社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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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全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均处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除了科学做好道口排查、
筛查检测工作外，还有重点地区人员、密切接触者的居

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其间，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严
格落实预检分诊，全市 3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发

热门诊（24家 24小时开放），坚守网底。

给隔离孕妇上门产检
如果说，道口排查靠的主要是体力和耐力，那么做

好重点地区来沪人员的隔离观察，靠的更是细致，有时

还得带上脑力。打浦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90后全科
医生吴舒窈有个签约病人，春节前到武汉玩过几天，回

来后要隔离，还要汇报健康数据，他有点“不耐烦”，还
时常忘记。后来，吴医生想了个法子，教会病人微信打

卡，最终顺利完成了健康数据的登记。

不久前，松江区方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到珠
江居委工作人员的求助———一户居家隔离对象要集体

“出逃”。家庭医生盛源立即与这户家庭联系，得知这家的

孕妇快到预产期了，因为不能出门，情绪非常焦虑。盛源
立刻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保医生上门，为孕妇做

检查。“别急，暂时还不需要去医院。如果有动静，马上联
系我。”经过解释，一家人安心了。解除隔离后，孕妇通过

区级绿色通道顺利住院，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提供专业诊疗贴心服务
1月 31日起，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开诊，提

供门诊、住院、预防接种等常规服务。社区也面临更多压

力：疫情防控之门不能失守，居民健康之门也不能放弃。
在奉贤南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0后护士顾莹

莹刚结束集中隔离点的医学观察任务，稍作休整又来
到中心发热预检台上班，负责测体温、分流患者，不让

他们聚集在诊室内外。“挨个量体温、做流调，最累的，

是得一遍遍解释为什么等了十多分钟还不让他们上
楼。”顾莹莹说，好在联防联控工作已获得绝大多数居

民的理解和支持，大家都不怕“麻烦”。
打浦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金迎所说，除对重

点地区来沪人员排摸走访外，对社区居民也要提供更
有针对性的专业诊疗、贴心服务，帮助他们缓解焦虑，

并尽可能减少跑医院的次数。家庭医生，要当好居民健
康的守门人，如今更要当好疫情防控的守门人。

          本报记者 左妍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首席记者 陈炅玮 摄

    一只脚踏进社区加强联防联控，三位一体排查人口筑牢防御篱笆,另一只脚则
在医院筑牢防线，筛查漏网可能的病人。

三位一体 非常给力
坐上车，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综

防科防疫负责人张阳准备探访相邻小区一

居家隔离点：“他们刚刚从外地返沪，途经
湖北。”

这户人家住在 6楼，老公房没有电梯。
张阳脚步飞快地奔到五楼与六楼的楼梯拐

角，利落地换上一次性防护服，戴上口罩和

一次性帽子，穿上鞋套。“您好，我是公卫卫
生医生，现在向您下发 14天居家隔离告知

书，麻烦您签一下承诺书。这是我们社区卫
生中心的二维码，您有什么异常情况，请随

时和我们联系。”

殷行街道户籍人口 18 万，老年人较
多，慢性病人也多。“我们社区的这场防疫

战，大年三十就开始了。”殷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崔明说。街道干部和民警是可

靠的“战友”，他们对大量返沪人员信息的
排摸，让社区医生每次上门都不会无功而

返；有些需要居家隔离的市民，一开始并不
配合工作，街道干部的耐心劝说很有效果。

“三位一体非常给力，筑牢了防御的篱笆。”
在做好全面隔离和消毒工作的基础上，他

们还及时完成了重点人员至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的转运工作。

少跑医院 线上问诊
为了让居民少跑医院，殷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加强了线上问诊，在线为大家答疑

解惑、给予心理安慰。“这样一来，医生随访
工作量下降，患者也消除了恐慌。”崔明说，

“我们隔离的是病毒，医生和患者间的温度
不能隔离。”家庭医生也和签约病人加强沟

通，对卧病在床的患者，主动上门完成诊疗

服务。
一只脚踏进社区联防联控，另一只脚则

在医院筑牢防线。大年初七，门诊开始复
诊，大量病人涌入社区医院。殷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将第一道防线设在了院门口，大
门供普通患者进出，无论医护人员、患者还

是家属，都要经过额温枪测温和流行病学

调查；侧门则供需要接种的儿童和一名陪
护家长出入，同样要经过体温测量和流调

两关。“接种都要预约，我们每小时只接受
10名儿童。”中心副主任韩君华将记者引向

侧门边，“我们对病房的探视时间也做了规
定。”根据社区居民就诊量大的实际情况，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中心还临时开设了呼
吸道疾病门诊。

本报记者 郜阳

申城打响疫情防控战役以来，定点医
院、各大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是抗击疫情
的“前锋”，而申城 24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护人员，则是疫情防控的“守门员”。
他们全力投身疫情防控工作，为上海市民
筑起了一道生命安全屏障。

华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道口布防线 抗疫虹桥站
社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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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口防疫无疑是上海这座城市防疫工作的一大重点。位于上海虹桥火车站附近，

华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要当好当地社区“家庭医生”，还要把好这扇“西大门”。

道口把守有技巧
下午 5时左右，虹桥火车站的人流渐渐

多了起来。

经过测温点的时候，来往旅客的体温数
值不停地在红外线测温仪上闪现。华漕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蒋婷婷和张梦芝盯着屏幕目
不转睛：一旦有旅客出现体温异常，她们就

需要复测体温。如果旅客体温再次异常，就

要送至定点医院。6个出站口，4个进站口，
一共 10道关口，需要社区医护人员们共同

守护。
车站出口，志愿者不断提醒旅客做好健

康云登记，并做好信息核对。根据是否来自

重点地区，确诊病例行动轨迹等信息，旅客

将被分为 a类人员及 b类人员。b类人员可
以正常通过；a类人员则需要进行一道信息

复查，避免因信息误填进行不必要的隔离。

夫妻同上前线
一早，a类人员查验点的潘洪波就已经

开始忙碌了。

一位来自湖北的先生在前一天晚上已
经做好了登记，并且联络了宁波的住所，准

备居家隔离。可回宁波的路突然暂停通行，
他回不去，上海也没有居所，只能在火车站

睡了一宿。潘洪波和一起工作的医护人员商

量以后，将他送至旁边的集中隔离点。“在

进行集中隔离前，宾馆进出通道进行合理隔

断改造，洁污通道不交叉，分为清洁区、半污
染区和污染区。”华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崔恒清说。
将来自湖北的先生送至宾馆门口后，潘

洪波从另一侧的清洁电梯进了医护人员的
工作间。“他们要 24小时看护隔离人员的情

况。我们既是医护人员，也是心理医生，更是

保姆。”
作为华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夫妻档，

过段时间，华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刘
帅的妻子也要来这里进行为期一周的医护

工作。“我这是送妻上前线。”刘帅笑着说。
见习记者 张泽茜

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面积大 筛查力度大
社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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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浦镇是普陀区面积最大的街镇，人口结构复杂。 上门医学观察、信息筛查、隔离对象回
访,这里的“家庭医生”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流程，来把好社区防疫这道家门口的关。

“福尔摩斯”式筛查
上门医学观察，是信息收集和人员情况

复核的重要一环。因为一直在无数次穿脱防

护服、清洗双手，沈晓君的手已经全部脱皮
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的手部照片被报道。

这双脱皮的手，也被众人知晓。沈晓君说：
“没想到发了个朋友圈以后，我的手被不少

人关注。大家都说我们不容易，社区卫生中

心细枝末节的工作同样值得尊敬。”
除此之外，电话筛查也十分重要。大年初

一，桃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书记杜逸梅值班

时接到了一通含糊不清的举报电话。“我举报
我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他们从湖北回来。”电

话那头一个男性的声音说道。尽管信息极少，
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没有因此错过筛

查，最终发现了确诊病例。
这样“福尔摩斯”式的筛查，在桃浦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可能是种常态。大年三十那天晚

上开始，他们集体作战，将各单位送上来的信息
通过电话、上门医学观察等方式反复核查，再将

数据更新给负责医学观察信息登记的蔡伟俊。

被人拍到在医院睡着
“你的手红了，我的手是不是也能红一

把？”负责指挥的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

管院长徐健康调侃沈晓君，说着伸出了自己
裂了口的双手。被紧急叫回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那天，徐健康的女儿还在家里发着高烧。一
线医护人员上门医学观察忙，后方的指挥也

不能缺人。无数次被人拍到在医院睡着的片

段，他的态度却很淡然。
见习记者 张泽茜

新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安抚隔离者 做细社区事
社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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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月 13日， 在虹桥 T2航站楼平均每天筛查航班近 150架次， 旅客约 1万人
次；而做好社区预防输入性病例和服务闵行区集中隔离点工作，也是义不容辞。

疏导隔离者情绪
中午 11 时 30 分，在闵行区一家作为

集中隔离点的酒店，来自新虹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护士段美玲在清洁区穿上防护
服，戴上护目镜和手套，接过了同伴递来的

分袋包装的饭菜。她要通过两扇门，门背后
是在此集中隔离观察、有湖北旅行史的 6

名返沪人员。

在供护士们工作的房间里，另一名护士
拨通了其中一位隔离观察者的电话。

“今天感觉怎么样？”
“没什么异常，早上量体温是 36.7℃。”

“吃完饭后，在下午 1时半左右再测量一
次，有不正常及时和我们说。”

“在集中隔离点，我们医护人员、保安和
隔离对象吃的是一样的。”段美玲告诉记者，

“少部分人刚开始喜欢挑刺，嫌饭菜难吃，我
们吃饭时就和他们视频，他们才渐渐理解。”

集中隔离点最大的挑战，是疏导隔离观

察者的情绪。中心党支部书记杨月明说，他们

最初几天很不理解，气全撒在医护人员身上，
大家也很委屈。“我们还要承担消毒、送水送

饭、清理生活垃圾等工作。”杨月明用两个词
讲述了其中一位隔离观察对象的转变：暴跳

如雷、千恩万谢。“刚开始他需要警方训诫才
能安定下来，可我们的真心他看得到，解除隔

离观察那天，他想找护士道歉，不过那位护士

正在值班。”

布控虹桥T2航站楼
服务闵行区集中隔离点，只是新虹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任务之一。“正式布控，我们

年三十就开始了。”杨月明表示。
除夕夜火速组建的队伍，大年初一就在

虹桥 T2航站楼上岗：测量旅客体温，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防控要求真是一天一升级，最

开始针对重点方向的航班，再到全部进港航

班，最后是所有进出港航班都在防控范围

内。”遇到体温高的旅客如何转运、派什么车

辆，在慢慢摸索中，新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护人员和辖区医疗机构的志愿者们逐渐有
了经验。截至 2月 13日，他们每天筛查航班

近 150架次，旅客约 1万人次。

机警护士启动预案
此外，新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

员还与村居委干部、社区民警组成“三人小

组”。在杨月明看来，这是做好社区预防输入

性病例的关键。
防控的主战场，还是“设”在了新虹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所辖各分中心。“进门要测体

温、询问流行病学史，老年人病房也处于封闭

管理。”杨月明说。在华美分中心，一名斜土路
街道的社区工作者因为感冒咳嗽前来就诊，

尽管体温无异常，关注新闻的预检护士留了
个心眼，“前两天斜土路街道有人确诊了。”她

立即启动预案，将其转运到相应医疗机构，后
来该患者被确诊新冠肺炎。

本报记者 郜阳

    上午 8时，彭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团

队队长严正已理好东西，骑上电瓶车出发了。与以
往 20多年来的无数工作日一样，严正每周总要上

门服务签了家庭病床的居民，即便是新冠肺炎时
期也不例外。

第一户人家位于万荣小区。76岁的方老先生
（化名）建立了家床，他曾 3次心梗，还发生过脑梗，

血压也不稳。过年前，他因为低血压昏厥，本来打算

年后住院治疗。可得知签约的定点医院有多例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后，方老先生怎么也不敢去了。

为方老先生检查身体后，严正判断“情况稳定”。
见家中药箱即将见底，他给方老先生又开了吃冠心

病的药物。“本来只能开两周，非常时期，最多可以开

到 2个月。”严正说，开完药，他又专门跑了一回，把
药送到了方老先生手中———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老年

人不可停药。他说，“慢病长处方”的应对之策，可减
少患者就诊次数，降低可能的感染风险。

严正还去看了一个老病人，她曾脑梗、偏瘫，还有

冠心病。范阿姨（化名）2004年 78岁时和严正签约，至
今已经 94岁了。摁门铃，没人开，严正掏出了范阿姨

家的钥匙，开门而入，“范阿姨的儿子可能去买菜了。”
像出入自家一样，严正为范阿姨做好了检查。

严正曾被评为十大最美医生，全国的同行几乎
都知道他的故事———手里曾握有 51位老人家里的

钥匙，可以随时上门。疫情当前，严正保管的钥匙并

没有减少。准备离开时，范阿姨的儿子回来了。“下肢

疼，想不到是带状疱疹。”配完药，严正赶紧提醒：“自
己当心点，别传染了。”

作为明星家庭医生，这些日子，严正也接到不少
老病人的咨询：“严医生，我们社区的防控工作做得

怎么样？”“我喉咙有点痛，又是国外回来，要紧吗？”
严正说，很多患者提问题，他正好借此开展健康科

普，阻止谣言，并把科学防控知识分享出去。“老年人

感染新冠肺炎容易发展成重症，对这部分群体，要减
少发病率和降低死亡率，最好的办法是预防，不患

病。”他反复提醒老年人，戴口罩、勤洗手；少聚会、少
串门、不打牌。 本报记者 左妍

疫情防控之门不能失守
居民健康之门不能放弃

■ 浦东新区南码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住院部，对病

人家属进行市民登记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打浦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门诊预检前置到门口■ 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门下达居家隔离告知书并要求签署承诺书    

▲ 殷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通
过微信等方式

和居家隔离者
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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