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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疑难病诊断水平持续提升
47岁的张丽（化名）右眼球不能向外看，

看东西出现重影，她先后辗转北京、广州等

多家医院，检查提示右侧眼球外展运动障

碍，诊断为右侧外展神经麻痹。可是，谁是

罪魁祸首，始终未有答案。绝望之际，张丽

来到新华医院神经外科，检查后发现，张丽

右侧小脑前下动脉明显压迫右侧外展神

经，导致外展神经出现“短路”。李世亭教

授团队采用显微血管减压手术，为患者修

复外展神经麻痹。这一手术的成功实施，

为原发性外展神经麻痹的治疗提供了新的

可能。

记者获悉，近年来，上海三级公立医院立

足诊治急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功能定位，

持续提升临床技能、医疗质量和科技创新能

力，为患者提供安全、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

服务。

过去，由于上海的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

市区，地域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近年来，上海

坚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辐射郊区、下沉社区，

逐步形成了城市医疗联合体形态。比如，仁

济医院加快医联体建设，建立了“紧密型医联

体”“专科联盟医联体”“仁济—社区‘双签

约’”三大不同路径的管理模式，探索出三甲

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仁济模式”。

就在近日，瑞金医院金山院区举行开工

仪式。新建的金山院区将集门诊、急诊、住

院、教学、科研等功能于一体，一期规划床

位400张，二期规划床位800张，一期预计

于2026年投入运营。中国工程院院士、瑞

金医院院长宁光表示，建成后的金山院区

将立足服务金山区、服务上海南部地区、辐

射长三角。

小病小手术可以留在社区
立足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和医疗服务扩容提

升，除了三甲医院“顶天”，强基层也相当关键。

2023年全市卫生健康工作会议明确：上海将全

面推进医疗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升社

区卫生服务能力，强化社区基本医疗、公共卫

生、健康管理和康复护理功能”。那么，“立地”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到底行不行？

记者来到了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正在就诊的居民顾老伯告诉记者，

自己备受脂肪瘤的困扰，听说打浦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手术室“开张”了，第一时间就赶

过来。顾老伯说，脂肪瘤的手术难度不高，但

是加上换药、护理、拆线等等，跑医院的次数

较多。如今能够在家门口完成手术，就下决

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切除脂肪瘤。

签署完门诊手术告知单、完善术前检查后，

顾老伯踏进了手术室。消毒、麻醉、切除、送检、

止血、缝合、包扎，整个手术团队配合默契，术中

操作顺利，半小时内完成了两个部位的肿块切

除。顾老伯很高兴：“这里离家近，医生服务态

度也很好，我来来回回可以省力很多。”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卫生综合服

务能力和诊疗水平，夯实“15分钟医疗服务

圈”建设，本市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

陆续开设门诊手术室，开展适宜外科手术，深

受居民好评。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务科苏媛介绍，根据《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

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的实施方案》的要求，中心

在硬件设施、医疗服务、人员配置等方面进一

步优化，比如配备了CT设备、建设了门诊手

术室等，也吸收了更多医生加盟。硬件软件

全方位提升，在政策的红利之下，更好地满足

居民“家门口”的卫生健康服务需求。

在上海社区的发展路径中，“社区康复”也

颇受关注。2021年，本市依托市政府“为民办实

事”项目完成首批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建设，

2022年继续推进项目建设，全市累计建成示范

性社区康复中心91家。今年，这个数字还将不

断扩大，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康复需求。

区域医疗中心主攻常见病
在先进科学的医疗体系里，一二三级医

院都有自己的使命。形象地说，上海的医疗

不仅要大型三甲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

现“顶天”“立地”，还要让处于夹心层的医疗

机构实现“强腰”。

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是这几年上海持

续深化医改的重大举措。向下“辐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向上与市级医院“对接”，区域医

疗中心承担区域内居民常见病、多发病诊疗

以及急危重症抢救任务，助力实现更合理的

梯度就医模式。

今年，嘉定区成为全市唯一一个国家级

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作为高

质量发展重要举措之一，仁济医院“名医工作

站”日前正式落户嘉定区中心医院（仁济嘉定

分院），仁济医院心血管内科、妇产科、普外

科、消化内科、泌尿外科多位资深专家教授入

驻，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

对上海金山及周边地区的80万老百姓来

说，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早已成为他们就

诊的首选医院。作为一所三级综合医院、首

批区域医疗中心，金山医院近年来的发展可

圈可点——该院首创金山区心梗救治平台，

率先在金山区开展心脏介入诊疗，率先在上

海郊区开展“急性心肌梗死”绿色通道，是金

山区首个国家级胸痛中心，团队诊疗心梗患

者超14000余人次。

“顶天、强腰、立地”，正是上海医疗布局

这些年的发力方向。正如上海市卫健委主任

闻大翔近日在推进主题教育的调研活动中所

说，三级医院立足亚洲医学中心，以聚焦疑难

杂症、聚焦前沿技术、聚焦科技创新“顶天”；

“立地”是升级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强腰”则

是做强区域性医疗中心，覆盖区域居民常见

病、多发病诊治。只有确保一二三级医疗体

系明确定位，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全面守护人

民群众健康。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普陀区万里街道

交暨路193弄是去年建成的新小区。由于小

区前的富平路延伸工程尚未完工，居民走到

附近的公交站、地铁站，都要绕行约1.5公里，

十分不便。居民区和街道会同物业、开发商，

“破墙”开出方便之门，解居民出行之难。

居民送来锦旗
近日，交暨路193弄边门正式启用，居民

们给街道、居委、物业送来锦旗，“真的感谢，

谢谢万里街道和居委会，还有物业，他们尽全

力为我们解决问题。”居民王阿姨感激地说。

交暨路193弄小区于去年竣工，尽管面积

较小，只有2幢居民楼，但住户多为回搬居民，

且老年群体较多。小区唯一出入口设在新泉

路富平路口，居民们无论是去西侧围墙外的

公交车站、居委会，还是去小区以北方向的地

铁站、菜市场等，都要绕行约1.5公里。今年

80岁的肖阿婆对此感触颇深：“我们这里走到

7号线（新村路站）要走半个小时，这么热的

天，一圈走下来汗流浃背的，现在走过去，快

的话只要几分钟，省力多了。”

出行不便，居民颇有微词，交暨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王学德听在耳里，急在心里。“做围

墙的时候，居民反应强烈，说围墙不要封，封

了小区通道就没有了。”面对此情此景，王学

德和社区民警、物业一起上门安抚居民，并请

大家相信，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问题。

几方合力“开门”
居民区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街道，街道、

居委与物业、开发商、居民一起，群策群力，制

定开门方案。“经过协调，开发商也比较配合，

从修路、造门以及外面铺路，都是他们找了自

己的施工单位来实施。”小区物业经理杨心刚

介绍，小区新开边门施工完成后，物业及时安

装了门禁和监控，接入小区安保系统。“我们

还要观察一下晚上这里的光线是否充足，不

足的话还需要补光。”杨心刚补充。

此外，居民也为边门的开放提出了可行性

建议。“我们与物业说好了，4号楼的门禁卡与1

号楼的门禁卡要不一样，避免同一门禁卡可以

进入两栋楼。我们还建议设护栏，避免自行车

和助动车进出。”居民王阿姨告诉记者。

主动担当作为
如今，居民们拿着门禁卡，刷卡开门，穿

过公共绿地就能走到交暨路，向北可达新村

路的轨交站，向南可至交通路。破墙开门的

背后，是街道、居民区解决居民难题的决心，

物业、开发商主动担当作为的用心。

“富平路东延伸段可能到今年底通车，通

过大调研，我们了解了小区情况和居民诉求

后，与开发商进行沟通，希望对整个规划或者

说道路进行微调，尽可能让居民更方便地步

行到轨道交通，得到的结果也是皆大欢喜。”

万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宇平表示，以民为

本，及时跟进，多方协调，才能把老百姓的事

情办妥，把问题解决好。

小区边上的公交站、地铁站却要绕远路才能到？各方协力为民解忧

破墙开门，出行少绕1.5公里

疑难病 上三甲医院
常见病 找区域医疗
小手术 留社区中心

用好优质医学资
源,上海致力于构筑
“顶天立地强腰”的医疗
卫生大格局

暑期是就诊高峰，室外气温高，沪上各级医院里手术
量却与日俱增。
上海处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以三甲医院为核

心的优质医学资源高度集聚。走出疫情后，这座医疗导
入型城市如何服务好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病人？连日
来，记者走访了申城多家医院，发现在手术量增加的同
时，就诊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近年来，上海通过体系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管

理创新，致力于构筑“顶天立地强腰”的医疗卫生大格局，
打造高质量医疗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本报记者 左妍 郜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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