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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源”攻坚战

痛点，他们本身医疗需求就少，联络沟通意愿不强，有的人甚

至连自己的家庭医生的名字都叫不上来”。

最近，有年轻人在跟家庭医生偶尔的沟通中，提及了自己

想去上级医院就医，但预约比较困难。医生第一时间让对方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初诊，如确需进一步转诊的，再通过平台为

他成功预约。“他当时就跟我们的家庭医生感慨，说第一次感

受到家庭医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服务，签约真的可以帮到自己。”

刘平阳说，在社区医疗为在职人群、年轻人提升服务方面，“号

源下沉”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2023 年 4 月，上海市出台《进一步提升本市社区卫生服务

能力的实施方案》。到今年 4 月，“社区能力提升”工作正好一年。

当前，上海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年门诊量已超7000万人次，

占全市常住居民门诊量 38.1%，与社区能力提升方案启动前相

比，提高 3.4 个百分点。

复盘这一年的“社区之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开展的

诊疗病种增加了，对常见病、多发病、慢病患者的诊治能力提

升了，能配的药也多了。

统计显示，截至 2023 年底上海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

配备药品已达616种，加上通过延伸处方还可以配到约500种药，

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药目录已涉及近 1100 种药，基本能满

足常见病、多发病及老年慢病常用药的需求。

这一轮“号源下沉”使得家庭医生手中继“长处方”和“延

伸处方”后，又多了一项优势，对居民的服务更有针对性，

与居民关系变得更紧密。而通过社区初诊，居民也能更便捷、

精准地去上级医院就医，实现了家庭医生和签约居民间的“双

向奔赴”。

不仅如此，在罗维看来，随着家庭医生越来越守好“健康

第一关”，未来二三级医院同样需要家庭医生将病人转上去，“对

我们家庭医生来说，一手拉着签约居民，一手拉着一群专科医

生朋友，自己的能力也能得到提高，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实现‘三

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非昔比

说到底，“号源下沉”工作的全面开展其实是上海持续提

升社区卫生能力的阶段成效。

1999 年，十部委出台《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若干

意见》，标志着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迈入了“中国速度”。

而上海的社区卫生服务起步较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上海便通过地段医院、乡镇卫生院、里弄卫生站、村卫生室等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构建了坚实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1997 年前后，以地段医院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抓手，花

了十年时间，到 2007 年，所有标准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含

服务站）建成。与此同时，上海对农村村卫生室也进行了标准

化建设，到2010年，从机构布局的角度，社区医疗卫生网络建成。

近几年，上海市卫健委推动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打造“三中心一诊室”——健康管理中心、

护理中心、康复中心、标准化口腔诊室作为基本支撑，拓展适

宜设备的配置（心电监护仪、CT、呼吸机等），促进基本医疗

服务同质化，社区诊疗服务全面升级。

　　这一轮“号源下沉”使得家庭医生手中继“长处方”和“延伸处方”后，

又多了一项优势，对居民的服务得到提升，与居民关系变得更紧密。而通
过社区初诊，居民也能更便捷、精准地去上级医院就医，实现了家庭医生
和老百姓间的“双向奔赴”。

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市区合作，将儿童眼健康管理的关口提前，呵护

好孩子的眼睛。摄影 /王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