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8时40分，结束了几个
加号病人的门诊，严正站起来换
上白大衣，往黑色挎包里装听诊
器、血压计。“今天我要出诊，本来
是不开门诊的，有几个病人正好
没挂到号，我抽时间看一下，很快
的。”他说。

8时50分，严正骑着“小电驴”
前往1.5公里外的万荣小区。这里
是老小区，多层公寓房，绝大多数
没有装电梯。严正当天要走访的7
户人家，都在这里。

80岁的丁老伯和72岁的徐阿
姨都是他的家床病人，认识20多
年了。“老丁头发剪过啦？过年吃
点啥小菜？”严正熟门熟路进入主
卧。丁老伯前些日子感染新冠身

体虚弱，摔了一跤，伤到了腰椎，只
能卧床。他身体不好，得过心梗、
脑梗，又有冠心病；徐阿姨是肢体
残疾人士，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骨
髓炎，还有下肢静脉炎。女儿平时
要上班，夫妻俩最大的依靠就是家
庭医生。

严正叮嘱丁老伯要多喝水，躺
着也要翻翻身；给徐阿姨检查身体
时，他蹲下身子，将徐阿姨的腿微
微抬起，小心地为她脱去袜子。客
厅光线昏暗，严正掏出手机，打开
手电，弓着身子，侧着脑袋，脸几乎
要贴到地上了。

徐阿姨这条腿是老毛病了。
2021年，老烂腿皮肤感染溃烂，情
况严重，住院的话又放心不下老

伴。严正给她换了6个月的药，这
才好起来。
“消炎药要吃的。这里又有水

泡了，洗脚的时候当心别把皮弄破
了。”严正细细交代。

看完后，徐阿姨拿出一个小
小的设备。“严医生，帮我看看这
个东西，志愿者送我的，可以按
摩，我不会用。”严正洗了手，坐下
来仔细研究说明书，“这个贴片贴
上去充电，这个插口就是你用来
充手机的。”

严正平时走路、说话速度快，
可在居民家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很
慢很仔细。“有时一家就要花一个
多小时，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才走。”

所有问题解决了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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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收在手里 病人挂在心上

新春里的温暖：家庭医生的一天

本报讯（通讯员 高凌 记者
屠瑜）新春佳节，到处洋溢着欢声
笑语、浓浓年味，张堰镇百家村农民
集中居住点同样如此。经过近两年
的建设，百家村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平移项目——“百家竹舍”完成电
力、通信、雨污、天然气管道等配套
工程，许多村民选择在春节前迁入
新居，开启新生活。
除夕前，百家村63岁的高永明

家热闹非凡，亲朋好友来为他们“暖
房”。新年里，他们一家四世同堂，
在新家迎接兔年的到来。厨房，妻
子正大展厨艺，准备饭菜好好招待
大家；客厅，大孙女正在写春联和福
字，打算一会儿贴在门口；一旁，高
永明和家人频频夸赞，对着小孙子
说：“以后你也要学书法，长大了字

要写得和姐姐一样好。”“再往上一
点，好好好，就这样。”写好春联，一
家人其乐融融地到门口一同张贴，
还挂上了灯笼，房子一下子变得喜
气洋洋，为新家增添了一抹新春的
色彩。高永明说，之前自家的老宅
是在1979年造的，虽然后来翻修
过，但房龄已超过40年，属于危房，
影响生活品质。2020年他得知村
里要建设农民集中居住项目，和家
人商量后，便决定平移。“虽然老宅
面积比这里更大，但是看起来空空

荡荡，很冷清。现在的新房房型结
构好，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
内部调整，住着更加温馨舒适。吃
好饭，还可以去附近的开放式林地
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这样的生活
真的太惬意了。”作为项目首批受益
者，高永明对这里的设施条件、周边
环境都赞不绝口。
同样，后排16号房的赵吉林正

和妻子忙着收拾刚搬来的家具和
物品，他们家于今年1月15日正式
搬进新房，打算在这里吃年夜饭。

老赵介绍，老宅拆迁后，他和妻子
搬到位于张堰镇富民新村的小儿
子家，但由于小儿子家在顶楼，每
天上下楼梯太吃力，因此新房装修
一结束，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过
来。看着刚装好的电视，赵吉林老
两口欣喜地说：“咱能在新家看春
晚啦！”

据了解，为满足村民对宜居生
活的向往，“百家竹舍”集中居住点
实行统一规划、设计、施工和监管，
充分利用百家村树木茂盛的特点，

以竹木为元素，保留现有竹木树林，
打造竹林中的村舍，形成了村宅掩
映林中的景观效果，整体风貌呈现
“林水相依”的新农村风貌。整体建
筑采用双拼联排的“九宫格”建造模
式，便于采光的同时，还腾出两处空
间，打造公共休闲广场，成为老百姓
茶余饭后的好去处。同时，“百家竹
舍”旁改建了村卫生室和老年活动
室，为群众营造基础设施完善、环境
整洁优美、文化生活丰富的生活新
环境。

张堰镇“百家竹舍”配套工程完成

搬新居 过新年 村民笑开颜

严医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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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一，静安区彭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发热诊间内，全科医生严正值班。一天里一个病人也

没有，手机倒是不断跳出来居民的拜年问候。独坐空

荡荡的诊间，严正却挺开心：“没病人才是好事嘛！”新

冠感染高峰已过，如常的生活回来了。小年夜，记者还

跟他走街串巷上门出诊，记录下家庭医生的一天。

奔波在小区，不时有居民打招
呼，“快过年了还这么忙啊？阿拉
严医生，真好！”

95岁的万阿婆脑梗过，听力也
不好，但她见到严正上门，就像见
到儿子一样，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侬忙 ？忙点撒？过年好休息
了。”严正笑笑：“习惯了。”
检查完，他帮万阿婆穿好棉

袄，掖好领子。“领子高，戳到头颈
不舒服，帮你塞好。”
临走，万阿婆坐在椅子上笑眯

眯地说：“桌子上的东西你带走。”
过年了，万阿婆为他准备了一盒点

心。“再说再说。”严正轻轻帮她把
门关上，直奔下一家。

万阿婆是严正服务时间最长
的居民之一，签约是在“非典”那
年，也是最早一批把家门钥匙交给
严正的。那时，子女还没有退休，
白天无法照顾老人，把钥匙交给严
正，方便他上门。

严正有个名字叫“钥匙医
生”，因他累计收到过31户人家
的共计58把钥匙。这一把把钥
匙，深藏着医患之间的信任，也
为他赢得了无数荣誉——“感动
上海”十大年度人物、上海市“五

一”劳动奖章、全国最美医生、全
国十佳全科医生、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

即便工作了近30年，成立了
家庭医生工作室，带起了团队，严
正依旧认为自己只是个扎根社区
的普通医生。70多岁的李先生
说，已过世的岳母曾是严正的病
人，如今自己也签约了严医生的
家庭病床。87岁的张阿姨得知严
正要来，早早地收拾好了桌子，
“严医生有一年自己脚摔伤还不
忘上门，我真是好福气，有这样的
好医生！”

把钥匙交给家庭医生

一上午看完4户人家，严正一
口水都没喝，忙着回去先录入处
方。“下午再走3家，顺便把上午配
的药送上门。”严正告诉记者，目前
手里有11个家床病人，每周都要
上门至少一次。几天前，最令他牵
挂的104岁老人快不行了，家属马
上通知严正，等他气喘吁吁跑上
门，老人刚刚咽气。“很惋惜，老人
平时身体不错的。”
此前感染高峰时，严正手机总

是叮叮叮响个不停。“居民往往是

一家人陆续发病，要咨询的问题很
多。最忙的时候，手机、微信、短信
一起来，一个信息还没回复完，又
有电话打入，一天要接四十几个电
话。”严正说。

严正说，这些年，上海大力推
广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各种资源不
断下沉，居民对社区医生渐渐改变
了看法，也更愿意选择社区作为看
病的第一站。

有一位老人，一直说自己“胸
痛”，到大医院看了多次，查不出问

题。后来，严正怀疑他得了肋软骨
炎，再去一检查，果然。老人逢人
便说：“家庭医生本事也很大！”

下月，严正就要过“五十大寿”
了，和自己工作室门口年轻时的照
片相比，头发又花白了不少。为何
多年来一直坚守基层？他开玩笑
说自己“胆子小”，要好好服务居
民，怕他们“出事”；也是因为“胆子
小”，他甚至没想过跳槽或转行，只
想老实本分地做好一名全科医生。

本报记者 左妍

一天接四十几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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