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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医生“赋能”
家门口有“医”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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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
卫生资源下沉”“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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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就医问题，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

民生问题之一，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深

牵挂。

近年来，上海不断拓展社区卫生服务功

能，构建多元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网络，适

应全方位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以高质量医

疗服务提升居民看病就医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今年4月，上海市卫健委全面实施二、三

级医院门诊号源优先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放。这一做法让家庭医生拥有了更多“能

量值”：每一位签约居民的身后，都有一位家

庭医生朋友；而在家庭医生的身后，又多了

一群专家朋友。

一路走来，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已在申城居民心中有了一席之地。在日

积月累的强基增能后，社区医生也从“看

看小病配配药”蜕变为能力全面的“健康

守门人”。

锁定号源

家庭医生更有底气
家住闵行区华漕镇的姜阿姨（化名），在

华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体检时被查出

肺结节。她的家庭医生慕永红在6月18日

读取CT报告时发现，姜阿姨的左肺下叶结

节疑为恶性，两肺上叶还有多发磨玻璃结

节。“当时我就打电话把情况告诉姜阿姨了，

马上把她约到门诊来，看她需要什么帮助。”

慕永红为其预约，转诊至华山医院虹桥院

区。之后，姜阿姨在华山医院全科医学科主

任黄延焱的帮助下，顺利完成各类检查和手

术，于7月8日顺利出院。

“先转到华山医院的全科门诊，由专家

把关判断，再协调分配专科，能更快得到治

疗，这种体验是过去没有的。”姜阿姨说。

今年4月，上海推进上级医院号源下放

社区，三级医院“50%号源”提前给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包括市、区两级医院的专

家、专病、特需等门诊号源，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家庭医生能提前5天拿到三级医

院号源。

浦东新区周家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

志欣医生说，最近，他为一名在瑞金医院做

了关节置换手术的居民预约了瑞金医院的

骨科专家复查。“患者抢不到号，就来社区

‘碰碰运气’，我们在市级分级诊疗平台立即

就帮他预约好了。如果居民不指定专家，社

区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推荐匹配的专

家。在社区预约市、区两级医院的号源，能

享受到‘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服

务，签约居民与社区的‘亲密度’更高了。”高

志欣说。

目前，市级分级诊疗平台已有61家三

级医院入驻，在社会面预约渠道和预约时

间不变的基础上，家庭医生经过初步诊断，

可以为签约患者预约早于社会面5天的专

家号源。“赋能”家庭医生，释放基层卫生服

务“红利”，新一轮的政策改革让家庭医生

有能力、有动力，促进形成完善的分级诊疗

制度，也为国内其他城市提供可供参考的

上海经验。

赋能升级

“菜单”丰富更聚人气
梅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上海市首批

社区示范康复中心和护理中心，如今又多

了一个身份——上海市首批社区标准化口

腔诊室。改建后的口腔诊室由4间增加到

9间，牙椅由4张增加至9张，硬件设备持续

扩充，拥有了牙片机、口腔锥形束CT机、超

声洁牙机、根尖定位仪、超声骨刀、口腔种

植机、热牙胶充填仪等设备。中心主任杨

振透露，梅陇社区现已能够开展38项口腔

服务，为居民提供与上级医院同质化的诊

疗服务。

“门诊人次大量增加，最主要还是因为

服务品种变多了。现在梅陇社区除了口腔

骨折这类比较大的手术不做以外，其他局麻

下的手术都可以开展。尤其在开展正畸、口

腔修复、种植牙服务后，就医群体逐步扩大，

儿童、年轻人、上班族都比较多。”杨振说。

去年底，上海完成首批32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标准化口腔诊室建设。位于虎林路

的泗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标准化口腔诊

室深受居民欢迎。家住泗塘四村的姜老伯

挂了口腔科的号，为他看诊的是宝山区吴淞

中心医院的山雯婷医生。姜老伯这次是来

做根管治疗的，山雯婷医生说：“老人患的是

根尖周炎。他怕抢不到大医院的号，把病情

延误了，现在到社区就医就方便多了。”

“我从这里去吴淞中心医院，乘车单程

要花1个小时，而泗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距

离我家仅需走5分钟的路。社区医院标准化

口腔诊室成立之后，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福利。”姜老伯说。

其实，这样的突破和尝试，始终贯穿上

海社区综改的全过程。近年来，上海多个社

区根据自身情况和区域医疗需求，找准不同

发力方向，不断加速升级改造。在闵行区14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一至周五均开展儿

科诊疗服务；浦东新区所有社区均配置CT、

移动DR、肺功能检测仪、心脏超声“四件套”

检查设备。社区可供选择的“菜单”日益丰

富，自然也就更聚人气。

2023年起，上海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展适宜外科手术。在打浦桥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外科医生田陶然明显

感到越来越忙碌了。除了擅长的腋臭手术

外，他还为居民做一些清创、体表良性肿物

切除等小手术。

打浦桥社区打造了标准化门诊手术室，

更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拥有了第二冠名“打浦

桥社区医院”。实践证明，社区医院不仅是

形式的更新，更有内涵的提升。在院长金迎

看来，通过社区医院建设，中心实现了两个

转变。在患者心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再

只是看小毛小病和配药的地方，而是能够在

内、外、妇、儿、中医等方面提供可靠医疗服

务的去处；医务人员的认识也在转变，基层

医院不再是“小单位”而是“大平台”，在这里

同样能够施展才华，实现职业价值。

筑牢网底

社区改革更具锐气
上海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发挥“排头

兵”的带动作用：上海2011年试点家庭医生

制度，2015年推行“1+1+1”医疗机构组合签

约，近年来又持续推动签约服务数量和质量

双提升。截至2023年底，全市累计签约超过

1100万人，常住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超过

44%。老年人、儿童、慢性病人、孕产妇等重

点人群签约率超过84%。织密基层医疗卫

生“生命线”，筑牢超大城市“防护网”，超大

城市的“毛细血管”为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

生活提供保障。

“现在我已经习惯遇到身体不舒服就找

家庭医生、看病先去社区了。”徐汇区田林社

区居民洪老伯说，他有慢性支气管炎史，为

进一步明确结节性质，家庭医生为他预约了

上海市胸科医院的门诊，经胸科医院诊断，

排除了肺部肿瘤可能。于是，他又回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接受抗感染治疗。

小杜今年9岁，是长宁区的一名小学生，

从小就有视力不良问题。2023年4月，学校

体检发现其双眼裸眼视力为4.2、左右眼散

光150度，平时要佩戴500度的眼镜。父母

为了他的眼睛没少操心，带他去过许多大医

院的眼科就诊，也参加过一些视力康复训

练，但是人多路远，每次举家出行都让家长

和孩子身心疲惫。

2021年，长宁区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成立全市首家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视觉健康管理中心虹

桥分中心”。去年，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到学校给学生做视力检查和康复治疗，

小杜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家门口

的社区医院也有眼康复训练，对此，一家人

开心不已。经过一个暑假的理疗，小杜的双

眼视力裸眼均恢复到4.7，散光未再增加。

一家人还在社区完成了家庭医生签约。小

杜妈妈表示，以前觉得家庭医生很遥远，现

在全家都离不开家庭医生，从儿子的视力康

复再到父母的慢性病就医，家门口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成了全家有力的“医”靠。

去年，上海印发《进一步提升本市社区

卫生服务能力的实施方案》，明确把社区卫

生作为卫生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改善民

生的重要领域，加快资源配置和治理创新，

推进社区卫生高质量发展，建设布局合理、

设施完善、功能完备、服务优质的现代化社

区卫生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能

力，让人民群众就近获得更加公平可及、系

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

展望未来，“推进社区卫生高质量发展”

的大旗已定，也为社区新一轮发展描绘了清

晰的蓝图：

到2025年，按照功能定位、区域特点和

居民需求，因地制宜新建、改建一批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15分钟慢行

可达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到2025年，基本实现全市社区医疗服务

横向同质化，社区常见病诊疗服务与上级医

院纵向同质化水平显著提升，康复护理服务

能力逐步增强，社区门诊量占本市常住居民

门诊总量的比例达到40%以上，逐步夯实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的分级诊疗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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