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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的丁老伯起了个大早，家住莘庄的

他1号线转7号线，兜兜转转，出站后又走了1

公里多，来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顾氏喉

科”找“老朋友”。让他专程赶来的，是声名远

扬的碧雪散，“确实有效果啊！之前咳嗽不

停，用上后化痰了，今天再来复诊。”

丁老伯这段路还算近的，最远的患者来

自黑龙江，还有病人专程来北蔡配药带到国

外去用。

今年，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社

区卫生服务能力的实施方案》，浦东新区积极

落实，加强社区卫生机构硬件建设，统一增配

检查设备，扩增药品目录，力争在“小社区”实

现“大健康”。近日，记者来到浦东多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采访。

碧雪散 一周开出上千包
“小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藏着“大

大”的能量。在3楼中医科，不少患者和丁老

伯一样，不嫌路途遥远，也要来此寻觅祖国传

统医学的“宝藏”。

吸引他们的，是一包包散发着清香的碧

雪散。作为顾氏喉科自制的“喉吹药”，碧雪

散自20世纪起便家喻户晓，那可是复发性口

腔溃疡、红肿痛热、牙龈脓肿乃至牙周炎等的

“克星”。

1849年，顾兰荪先生创办“浦东大竹园顾

氏喉科”。170多年来，历经7代传承，顾氏喉

科始终专注于耳鼻喉科的病症与顽疾。1984

年，第四代传人顾振达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

上海分会喉科学组年会上作学术发言，是当

时唯一来自基层卫生院的主讲人。

中心中医科主任焦露露指着乳钵和筛子

告诉记者：“碧雪散由多味药组成，要靠药工

手工研磨，还得在晴天，这几日潮湿，就只好

停下来。”

“这样小袋的药，我们一周大约要开1200

包。”焦露露说，现在顾氏喉科不仅是北蔡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张“名片”，更是北蔡居

民身边的健康守护人。

同样，在毗邻世博园的上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石氏伤科大名远扬。中心把三色敷

药、尪痹伤膏用机器按压一体成型，做成一款

标准化的外用药膏，主治伤筋骨折、青紫肿

胀、疼痛等，广受好评。

记者了解到，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正积极打造“一院一品”，除了顾氏喉科、石

氏伤科外，花木社区的中医治疗口腔溃疡、高

行社区的胡氏中医妇科等均已形成一定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家门口 儿童康复一对一
据介绍，依托“为民办实事”项目，过去两

年间，浦东新区已建成市级示范性社区康复

中心19所，2023年在建5所，2025年社区康复

中心将实现全覆盖。

今年1月，作为上海市首批示范性社区康

复中心之一，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入门”

儿童康复学科，在专业儿康团队的帮助下开

展儿童康复项目，主要针对脑瘫、孤独症谱系

障碍、基因病、脊柱侧弯等患儿。

“家门口”的儿童康复项目得到患儿家属

的欢迎和认可。丁丁（化名）今年3岁半，因为

脑瘫导致右侧肢体关节活动度受限，站位平

衡差，步态不稳；丁丁能简单对答，但发音清

晰度欠佳；左手会用勺子吃饭，右手无法辅

助，无法独立穿脱衣物鞋子。年初，丁丁来到

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医师为他制定

个性化诊疗方案，由康复治疗师一对一跟进

治疗。

通过运动、手功能和言语治疗后，目前，

丁丁下肢肌肉力量增加，站立时可接抛球，可

在指导下洗水果、拿起杯子，还能进行简单的

日常交流。

“现在有60多名患儿在这里接受康复治

疗。”中心主管治疗师杨蕾告诉记者，她也是

妈妈，知道带小朋友的辛苦，特别是这些特殊

的孩子。她在和家长交流中发现，有儿童康

复需求的群体数量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儿童康复治疗应该尽量满足特殊儿童的

需求，同时也方便家长的就医时间”。

值得高兴的是，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

中心今年有望投入使用，不仅设有独立的儿童

治疗区，还将加入中医康复、感统治疗等。

小手术 不再“舍近求远”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身压力不小，现在

又要提升各种能力，是不是“自讨苦吃”？在

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曹亚军看来，社

区医院的重点仍是家庭医生签约。以前受制

于社区医院本身的条件，家庭医生能够提供

的服务有限；如今社区医院“解决问题的能

力”变强了，更多居民自然不会“舍近求远”。

记者了解到，浦东新区在社区全科医疗的

基础上，积极开展妇科、儿科、康复、口腔、精神

卫生、皮肤、眼耳鼻喉科、肾内科等专科服务。

当前，全区1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开

展囊肿切除、清创缝合等外科小手术；社区平

均诊治病种数124种，平均开展适宜技术58

种，均较2022年有所增长。全部47个社区都

配置了CT、移动DR、肺功能检测仪、心脏超

声等“四件套”检查设备，同时，各医联体建立

了牵头医院与社区之间的区域辅助诊断中

心，打通电子化传输通道，辅助阅片审片，定

期坐诊指导，保障诊断报告质量。截至目前，

社区CT业务量达1.21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浦东各医联体牵头医院

均开设社区服务专窗，社区转诊患者优先就

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牵头医院57%号源

向社区开放，超过市级30%指标。今年上半

年，全区社区卫生门诊量超过720万人次。

本报记者 郜阳

求医问药 小医院做出大名堂
浦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打造“一院一品”

今年暑运，堪称“最热暑运”，旅游客群和

商务客群都呈现增长趋势。对民航来说，也面

临诸多挑战，比如无成人陪伴儿童和需要帮助

的老年旅客增多，雷暴、台风天气导致航班延

误较多，等等。在东航资深客舱经理高璟看

来，今年暑运，乘务员们忙并快乐着，工作的第

一要旨就是安全、温馨地送每一位旅客抵达目

的地。

高璟是东航客舱部乘务四部的一名资深

客舱经理，17岁高中一毕业就入职东航成为

一名空中乘务员，至今已飞行29年。她说，今

年暑运非常热，“我们每个乘务员的班都排得

满满的。”

从机票预订数据看，从7月1日至7月23

日的销售日期内，东航及旗下上航、中国联合

航空机票预订量超过900.3万，预订量是去年

同期的189%。暑运以来，从上海前往烟台、青

岛、三亚、广州、哈尔滨等热门避暑游目的地的

航班客座率都超过了90%。高璟告诉记者，以

7月29日上海—乌鲁木齐为例，往返航班几乎

满员，“我们乘务员共11个人，要服务单程近

300名旅客，工作量可想而知，当天航班去程

因为台风影响还延误了，在乌鲁木齐机场过站

时，从旅客全部下飞机算起，留给我们的准备

时间只有短短10分钟，乘务员都得帮着清洁

工一起打扫客舱。”

作为客舱经理，高璟必须比其他乘务员

早到、晚退，所以飞一次上海—乌鲁木齐往返

航班，虽然总飞行时间约11小时，但高璟从

早上5时30分起床，直到晚上11时许才能回

到家，“是比较累，但这种累，是忙并快乐

着。”

暑期客群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一老

一小”旅客特别多，因为很多家庭都选择暑期

全家出游，或者将小朋友“快递”到外地与亲人

团聚。7月1日至7月24日，东航在上海两大

机场服务保障无成人陪伴儿童超5100人次，

服务保障轮椅旅客超4700人次。

这一点，高璟也深有体会。“7月29日上

海飞乌鲁木齐的航班上，就有38个小朋友，

其中一个是无成人陪伴儿童。”高璟告诉记

者，出于安全考量，飞机起飞后20分钟、落地

前30分钟，机上厕所是不能使用的，“我对乘

务组强调，要逐个告知小朋友的家长，请家长

协助小朋友提前做好准备。”无成人陪伴的小

旅客，更是乘务组重点关照的对象，“我们会

重点核对小旅客的身份信息，根据性别分派

专人照顾。我还会用公司配发的iPad拍下孩

子在飞机上吃饭、娱乐的视频片段给家长看，

让他们放心。”

对老年旅客，乘务组也照顾得无微不至。

“优先保障每个老人都有毛毯；逐个询问要不

要添热水；重点介绍厕所、呼唤铃、视频设备等

的使用方式，就怕有的老人不会使用又不好意

思麻烦别人……”高璟说。

忙暑运让这些乘务员很少能照顾到家里

人。高璟的丈夫刘建平是东航的一名机长，像

他们这样的“双空勤”组合就更难照顾到家人

了，“孩子靠父母照顾，我们夫妻两个也是难得

见一面，常常靠‘接’飞机在廊桥或候机楼里见

上一面，比如前一个航班是我带班值乘，下一

个航班是我老公执飞。有一次我去外地执行

航班任务，老公‘接’我的飞机，本想在候机楼

里见一面，但是因为我们提前落地而他们刚从

酒店发车，就这样完美地错过了！”

本报记者 金志刚

最热暑运
重点关注“一老一小”

正值高温天，在上海街头，有什么地方能

供人歇歇脚，喝上口免费的茶水吗？对于户

外劳动者和社区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好事在

上海的大街小巷，因为大大小小的各类爱心

驿站变得触手可及。

本期“十分上海”，我们将镜头对准静安

区一处路边爱心驿站，快递小哥、司机师傅、

环卫工人……来喝免费冰饮的户外劳动者反

响如何？忙了一天的大家对于这小小一杯的

免费慰藉，怀着怎样的心情？周边居民又是

如何评价这身边的小小善举呢？

和街道里大多数驿站一样，提供免费茶

水的服务角，都会设在街边商户里。岭南路

上的这处驿站设在沿街的农家菜饭店，走进

饭店就能看到大门口的饮料机和热水瓶。

快递小哥、司机师傅、环卫工人……一个

又一个劳动者进来喝上一杯，再接一杯，又匆

匆离开。采访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外卖小哥、

快递员，还是网约车司机，大家最在意的不是

天气炎热，而是手上的单量。刚坐下喝一口，

就赶紧出去跑下一单了。

免费对外供应茶水、冰饮5年，饭店经理

俞迎春介绍，每天前来喝饮料、吃盒饭的户外

劳动者有上百人。

一天下来，镜头中的许多户外劳动者，对

夏日忙前忙后的日子都想得很简单——尽可

能多挣些辛苦钱，大多数人都以一句“习惯了”

作为日常的总结。不过，说到眼前来者不拒

的免费冰饮，大家又会热情地感谢起老板，或

者介绍起附近类似的服务角，甚至劝记者们

也喝上一杯，休息休息。

如果渴了，就去身边

的驿站喝杯免费冰饮吧，

解渴降温的同时，收获来

自这座城市的点滴温暖。

本报记者 董怡虹 张剑
曹博文

实 习 生 喻嘉宁

路边驿站
来者不拒“冰饮畅喝”
十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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