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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驿站
关爱上海“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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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上海市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协办

增强健康城市软实力 织就“最强防护服”

数字赋能，“上救护车即入院”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近日介绍，2021 年市卫生健康委、市

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启动的“我为

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暨上海市全民

健康素养提升科普服务配送项目，面

向全市 16个区 215 个街镇开展健康

科普讲座配送，通过社区线上菜单预

约、医务人员线下配送授课的模式，

开展健康科普宣传教育。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该项目已

形成十大主题领域的课程菜单和配

套课件，组建起一支近 500 位讲师组

成的健康科普讲师团队，完成覆盖全

市范围 2182 场（课时）讲座，获益人

群近 20 万人，赢得市民广泛肯定，服

务满意度高达 98.6%。

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介绍，

该项目科普内容聚焦传染病防治、常

见慢性病防治、病媒生物防制、运动

健康、营养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

康、中医药养生、老年心理健康、职业

人群心理健康等十大主题领域，围绕

影响市民健康的主要问题和重要因

素。如今，这些优质的健康科普资源已

实现全市配送，大牌专家科普讲座可

“快递”到家门口，让市民“触手可

得”，不断提升市民防护意识和健康

素养水平，使健康习惯成为每个市民

的无形防护服。

据了解，科普配送服务严把质量

关，对课程内容、讲师表达、交流互动

开展综合质控。科普讲座课程设计及

讲师队伍培训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华东医院、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等具备学科优势及

专长的医疗卫生机构联合牵头开展。

每个主题领域均由权威专家领衔负

责，严格把关讲师团队资质并开展授

课质量考评，从源头把控课程内容和

授课质量。

同时，该项目创新采用在线菜单

选课机制，实现供需双方资源的高效

调度和匹配。讲师可根据自身情况开

放可授课的时间段，各区、街镇选课单

位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不同主题领

域、不同时间段的课程，市民在听完讲

座后可实时评价反馈本次配送服务，

实现科普服务的闭环管理。配送服务

打破郊区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弊

端，将最优质的健康科普资源配置到

了最需要科普的远郊街镇社区。其中，

崇明区、金山区辖区内所有街镇已实

现市级医疗卫生机构专家科普课程的

“直送”服务。

今年，科普服务配送项目将继续

稳步推进，并鼓励更多医疗机构参与，

丰富科普配送的内容，扩充科普讲师

团队，同时通过线上平台二次传播科

普讲座内容，力争覆盖本市更广范围

人群。市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健康城市

建设的重要一环，深入社区的健康科

普巩固和延续新冠疫情防控成果与经

验，助力市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打造

城市健康文化，进一步增强健康城市

软实力，为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夯

实健康之基。 记者 梅一鸣

近日，新冠病毒肺

炎境外输入病例明显

增加，针对入境人员目

前上海实行“14+7”健

康管理措施，即“14 天

集中隔离 +7 天自主

健康观察”。7 天自主

健康观察期间怎么做？

近日，上海首次明确

“六不”原则。

上海市卫健委主

任邬惊雷解释“六不”

原则：处于自主健康观

察期间的人员不得搭

乘公共交通；不得聚

餐、外出堂食；不得外

出观影、观戏、观展；不

得参加人群聚集性活

动；不得前往商场超

市、办公楼、游乐场等

人群聚集场所；不得前

往棋牌室、KTV 等密闭

环境。 康健

1 月 12日，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院前急救云调度平台正式启用，本市

院前急救调度平台在全国特大型城

市中率先切割至电子政务云，智慧化

程度进一步提高。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主任张志

锋介绍，刚过去的 2021 年，上海市医

疗急救中心一边抓疫情防控保障，一

边推动改革发展，全年上海“120”电

话接听数达到 235.6 万个，同比增加

13.32%；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出车

44.1 万车次，同比增加 16.04%；转运

确诊患者 386 人次，转送疑似患者、

隔离点就医人员及哨点医院发热患

者 1.46 万人次；保障新冠疫苗临时接

种点 1.86 万个班次。

面对快速增长的业务需求及疫

情防控的巨大挑战，上海市医疗急救

中心实现了呼叫接听率与服务满足

率双一百，“急救平均反应时间”仍然

达到了 12分钟以内的较好水平。

经过 2021 年的工作推进，上海

院前急救数字化转型项目成功入选

了工信部、国家卫健委“5G+ 医疗健

康应用试点项目”。截至 2021 年年

底，院前院内协同救治平台已覆盖全

部市属设有急诊的医疗机构及部分

区属医疗机构；急救车向医院传送信

息及会诊交接 16.8 万次；急救车载医

保实时结算 4.7 万次，超过前三年线

下医保窗口急救服务结算总和。史季

为进一步解决百姓跨省异地就

医结算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国家

医保局决定在全国开展门诊“慢特

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工作。1月 10 日，记者获悉，上海已

经开始在首批 6家医院进行试点。

据悉，本市首批选取 6 家医疗机

构包括 1 家三级医院、2 家二级医院

和 3 家一级医院，提供高血压、糖尿

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透析、肾移

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 5个门诊“慢特

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后

续将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并结合本市

具体情况逐步扩点增面，更好为参保

人员服务。

跨省门诊“慢特病”结算手续不

难办，简单来说，只要在参保地完成

上述 5 个门诊“慢特病”待遇资格认

定，并按参保地规定办理了跨省异地

就医备案手续，就可以在异地门诊

“慢特病”试点医疗机构进行看病就

医，并享受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服

务。 记者 梅一鸣

1 月 12 日清晨，浦东新区塘桥

新路的 9号望江驿内人头攒动。随

着第三届健康公益风尚节的开展，

本届特色活动之一的关爱上海“驶”

者行动也如约而至。本次活动围绕

第三届健康公益风尚节以“实在上

海，行健康”为主题，在上海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指导下，由上海市健康

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健康云、申

程出行等单位协办。

据悉，关爱上海“驶”者行动为

期三天，并在 9 号望江驿、申程出

行闵行门店、申程出行宝山门店同

步发放健康云防疫礼包，其中含有

特别为申城出租车司机准备的健康

云定制毛毡布袋、健康云定制口罩

和护理消毒湿巾。同时，活动特别在

9号望江驿和申程出行宝山门店设

有免费血糖测量服务，为司机健康

保驾护航，助力防疫，健康行驶。

出租车作为出行工具，每天穿梭

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已成为这座城市

的名片。健康云特别提醒出租车司

机，注重健康管理，以饱满的精神服

务每一位乘客。目前，本市已建成

219家智慧健康驿站，均可为司机师

傅提供体征监测、健康管理等服务。

常态化疫情态势之下，又逢春运，旅

客流动人员增多，出租车司机更要持

续做好日常防疫杀消工作，并严格遵

守营运期间防疫要点，安全行驶，注

意个人卫生健康。 益民

近日，闵行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与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正式签

署合作共建上海市闵行区

浦江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闵行分

院）协议。签约仪式上，闵行

区卫健委主任杭文权与仁

济医院院长夏强代表双方

签署共建协议。

杭文权介绍此次合作

共建的闵行区浦江医院的

基本情况。新建闵行区浦江

医院项目位于浦江镇浦江

1 号基地 E3-05 地块（浦

航路召楼路），于 2017 年 5

月立项建设，总用地面积约

30.7 亩（20464 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4.9 万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该项

目由闵行区人民政府出资，

按照二级综合性医院标准建设，核

定床位 421张。

惠云

近日，慢病管理中国行华东区域

工作启动暨徐汇区基层慢阻肺综合

防治工作推进会召开。

《健康中国行动》《健康上海行

动》都提到要加强慢性呼吸道疾病防

治。《健康徐汇行动》明确提出，要引

导重点人群早期发现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改善患者获得有效治疗的可及

性，大力推广基层肺功能检测，建立

高危人群风险评估和筛查流程与规

范，完善慢阻肺分级诊疗、双向转诊

制度，为居民提供慢阻肺全程健康管

理服务，遴选慢阻肺筛查适宜技术，

建立慢阻肺高危人群风险评估和筛

查流程与规范。至 2030 年，70 岁及

以下人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

稳定在 6.2/10 万及以下。

徐康

徐汇区启动基层慢阻肺综合防治试点

门诊“慢特病”

上海可跨省直接结算

仁
济
医
院
浦
江
医
院
签
约
共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