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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延吉新村街道成功创建“健康促进社区”

让健康生活理念根植于心

6月16日上午，杨浦区防汛指挥部联合复旦大学举行2017年杨浦区防汛防台应急演练。演练共分为四个科目：市
政道路积水后现场的应急处置、小区低洼处积水后现场的应急处置、地下空间积水预防处理、台风过后市政道路倒伏
树木清障处置。12个街道（镇）、卫百辛集团、区市政养护公司、区绿化养护公司、世都动力公司等16支应急抢险队伍参
加了本次演练。 ■沈孝宸 沈璐希

■记者 张维维

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控制优良
人数上升、青少年肥胖、龋齿、近视
发病率呈不同程度下降、社区老年
人 体 育 锻 炼 参 与 率 由 55% 上 升 到
95%，主动向子女倾诉的比例上升
了 24.65%……

经过国内外专家多次考察、评审
和论证，6月9日，延吉新村街道被世
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合作中心正式授
予“健康促进社区”荣誉称号，一组组
统计数据可以用来评估成绩，但“健康
促进社区”的真正内涵却在于健康生
活的理念是否根植于心。对于延吉新
村街道来说，创建“健康促进社区”并
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项真正的民生
工程。

我的健康我管理
在延吉新村街道，2.05 平方公里

区域内住着 9 万余人，其中 60 岁以
上老年人 2.93 万人，占户籍人口的
40.36%，老年人口集聚，这意味着在
这个社区里，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等慢性疾病发病率较高，老年人的
身心健康状况有待进一步提升，人
口密集带来的问题还有公共场所被
动吸烟。

高血压既是一种慢性疾病，又
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
危险因素，存在患病率高、致残率
高 、死 亡 率 高 的“ 三 高 ”和 知 晓 率
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的“三低”
特点，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健康
问题。

据介绍，街道辖区常住人口中，
高血压患者约占 23.4%。国内外的
临床实践证明，高血压是一种可以
预防和控制的疾病。由此，健康自
我管理小组项目应运而生。由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牵头，在 17 个居民区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意愿征
询，参与对象共 6410 人，愿意参加的
有 2660 人，占 41%；不愿意参加的有
3750 人，占 59%。结合居民的身体
状况，最终纳入高血压自我管理小
组的有 510 人，按居委会分为 17 个
小组，每个小组约 30 人，并由组长
协助进行活动前的基线调查。

辖区内的 4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17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是健康自我
管理小组项目的“主力军”，由家庭
医生团队根据问卷分析情况，开展
专项健康状况及健康知识评估，制
定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通过高血
压基础知识讲座、个性化咨询指导、
健康养生知识分享、生活油盐用量
指导、患者分组讨论交流、中医诊治
和理疗、健身操等形式多样的宣教
活动。

通过培训、咨询、指导和健康教
育等方式，提升高血压患者的防治技
能和信念，从而有效控制高血压。自
2015 年 11 月以来，高血压专病自我
管理小组活动共开展 232 次，派出医
务人员 474 人次，参与小组活动成员
约6400人次，参与率达92%。采取干
预措施后，高血压患者中血压控制优
良者由干预前的 234 例上升到干预
后的 363 例，BMI 指数、血总胆固醇、
血甘油三酯等指标也明显下降。

打造健康校园
学校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学生掌

握应急救护与自救知识和技能，许多
孩子也被肥胖、近视、龋齿等常见病
困扰。“健康促进社区”，不仅仅只针
对老年人，少年儿童也是目标人群。
为此，以健康校园项目为抓手，街道
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展了青少年应急
救护和自救互救培训。在水丰路小
学和内江二小建造红十字功能室，开
展知识和技能培训；组织卫生老师参
加应急救护专业化培训；成立应急救
护知识兴趣小组；组织救护培训和逃
生演练活动。同时还开展青少年肥
胖、近视、龋齿等常见病防治。协同
家庭进行合理运动和膳食营养指导，
开展视力定期检测和预防近视宣教
活动，进行口腔健康教育，提升爱牙
护齿意识。

随着健康校园项目的一系列活
动开展，青少年学生通过接受系统
的应急救护和自救教育，应急反应
和救护能力显著提高。尤其是地
震、火灾、洪水等灾害发生时群体安
全有序撤离技能知晓率由之前的
25%提升到 80%，心肺复苏、呼吸道
异物阻塞和创伤救护技术的知晓率

也由之前的 20%提升至 100%。截至
目前，辖区内幼儿园孩子的近视率
控制在 7%，小学低年级学生在 47%，
小 学 高 年 级 及 中 学 生 的 控 制 在
81%；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的肥胖
率由 27.72%降到 22.82%；杨浦实验
托儿所的龋齿发病率由 21.1%降到
17.2%，水丰路小学分校的龋齿发病
率由 18.3%降到 9.0%。

记者获悉，下一阶段街道将在
完善高血压专病自我管理干预成
果 的 基 础 上 ，把 小 组 活 动 向 糖 尿
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拓展，向
运动健身、健康膳食、心理健康等领
域拓展，发挥小组组员的带头作用，
一传十、十传百，吸引更多居民作为
健康自我管理的践行者和健康生活
理念的传播者。同时以“睦邻家园”
建设为重点，以居民群众健康需求
为目标，将健康促进工作与创业就
业服务、健康设施建设、养老为老
服务、食品安全监管、交通出行安
全等各项重点工作相结合，形成可
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健康持续
促进经验。

■记者 张维维 实习生 张蓓

本报讯 青春洋溢的“90 后”，任
性与自我似乎成为标签。当他们遇
到八九十岁的老人时，会产生怎样的

“化学反应”？
在杨浦区沪东老年护理院，有这

样一群“90后”守护天使：她们用专业
技术与诚挚真情，悉心呵护200位失
能失智的高龄老人。4年来，沪东老
年护理院收到来自患者家属的表扬
信和锦旗络绎不绝。日前，这支“90
后”护士团队获得“全国巾帼文明岗”
荣誉称号。

技艺精湛的“护理者”
在这群“90后”护士团队中，年龄

最大的27岁，最小的才23岁，她们对
自己的专业技术精益求精，通过继续

教育、参与康复师治疗、心理护理师、
初级救护师等各类培训，不断严格要
求自己，提升服务技能。

有一次，护士小圆在巡视病房
时，发现 90 多岁的俞三妹奶奶脸色
苍白，头冒冷汗，说话也含糊不清，她
便判断患者病情突变，正准备叫值班
医生时，俞三妹突然呕吐出大量暗红
色的血。

一旁的护士们见状，连忙一起采
取急救措施：补液、上心电监护，并且
把床头抬高，让她偏向一侧。这些急
救措施为后续抢救赢得了时间，病情
得到了控制。俞奶奶的儿子感激地
说：“如果不是当时的责任护士及时
发现，可能我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

患者眼中的“贴心人”
护士是爱与善的代名词。“老年

患者需要周到的护理服务，更渴求深
入的精神沟通。”1990年出生的徐思
莹，小小年纪已对老人心理有了一定
认识。

徐思莹明白——孤老渴望亲情、
渴望社交。她有意识地与孤老刘爷
爷套起近乎：工作之余，为他读读报
纸，让他了解国家大事和身边趣闻；
知道他爱吃辣，总是到食堂打一碗
面，外加一碟辣椒酱；每逢老人生日，
还会送上蛋糕与礼物……

护士们的关怀备至让患者住院
的日子不再枯燥无聊，也为他们的晚
年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每隔一段时间，护理部还为老人
们策划生日派对、“我为病区老人露
一手”、“执手七夕，情暖沪东”等系列
主题活动，在拓展人文护理内涵的同
时给予患者心灵的呵护。

沪东老年护理院“90后”护士团队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专业+善良精心呵护老人

基层问题尽可能在基层解决

（上接第 1 版）约请制还建立了
问责机制：对于具体约请事项不予
办理或存在违规违纪的，区监察局
据此启动效能监察程序，对于经调
查确需实施问责的，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由区监察局或相关行政部门
实施行政问责。

约请制度的先行者之一
控江路街道凤联居委会管辖

凤城六村 1 号大楼、凤城六村、凤
六新苑、恒联新天地花园小区（以
下称“恒联小区”）、益海佳苑小区
共 五 个 小 区 ，目 前 有 2086 户 、共
6120 人居住。

2017 年初，凤联居委会辖区内
施工建设呈井喷式：轨交 18 号线开
工；沿江浦路的污水管道改建也同
期而至；同济大学“创新创业”大楼
近期也将开工建设。凤联居委的恒
联小区、凤六新苑及凤城六村三个
小区都将受到施工影响，对此，居委
会就“公共安全”问题约请了上海申
通地铁公司、上海建工集团、上海隧
道股份有限公司和同济大学有关负
责人、工程师和现场指挥，多次召开
居民与建设方、施工方听证会和协
调会。会上，居民把诉求谈一谈，施
工方将施工方案和安全措施谈一
谈，多方将工作做在前面，加强沟
通，减少矛盾的发生；同时，居委会
还与各施工方建立了应急快速反应
机制，及时解决居民遇到的“急难
愁”问题。

上海建工集团项目经理说：“按
照以往，施工近半年了，投诉我们的
电话会数不清。而到了凤联居委辖
区施工半年有余，尚未接到投诉，这
幸亏有了沟通约请机制。”

其实，这不是凤联居委会第一
次采用约请制度，当全区各居委
会仍在“消化”新制度时，凤联居
委会早在 2015 年就率先尝试用约
请的方式，解决了居民反映强烈
的矛盾，成为这一制度的先行者
之一。

在 2015 年之前，凤联居委会下
属恒联小区，每年都有几起集体上访
事件，小区甚至因为居民抱团上访的
次数多了、交流多了，而成为“熟人”
小区，恒联小区居民因集体上访而

“出了名”。
2015 年 4 月，基层居委会换届

选举。新任书记祁沪军对记者说，
当时恒联小区居民对街道、居委会
的对立情绪相当大，居委会的个别
工作人员都不敢踏进这个小区。
他认为，上访是居民表达诉求的一

种方式，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
做到位”，居委会要引导居民合理
表达诉求，通过“三会一制”即“三
会制”（居民听证会、协调会、评议
会）、“约请制”，让基层问题尽可能
在基层解决。

2015 年 4 月，轨交 18 号线抚顺
路站正在规划建设方案中，其中 2
号出口被设计建在距离小区 27、
28 号楼只有 15 米的位置，距离如
此近，会对居民生活产生极大影
响，按以往惯例，居民极有可能又
会上访。

居委会在得知消息后，立刻在
第一时间召集包括 27、28 号楼在
内、靠近 2 号出口的共 5 幢楼的居
民，以及其他热心人士召开听证
会。听证会上，居民区党总支充分
发挥党建核心引领作用，引导居民
依法、合理表达诉求，并表示将约
请有关部门、单位对出口问题进行
协调。

居民对居委会能否约请成功表
示怀疑。

2015 年 5 月，在控江路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居委会
将上海申通地铁公司、区建交委约
请到了协调会上，经过两次协调，申
通公司一再改进方案，将 2 号出口
由 15 米移到 19 米，最后移到了 26
米处，但这与居民的期望距离仍有
差距，眼看事情陷入僵局，居委会又
一次召开听证会，并研究能否有另
一种解决方案。

此时，同济大学彰武路校区一旧
房将被拆掉重建为学生宿舍楼。居
民在研究后，认为可以将出口建在宿
舍楼内，冷却塔等噪声大的设备搬到
其他位置，居委会将这一方案反映给
申通公司和建交委，请他们与同济大
学反映。

凤联居委会亦出面与同济大学
有关负责人联络、面谈，经过三次、
四次的努力，同济大学同意这一方
案，并与上海申通地铁公司、区建交
委进行了技术对接，这一优化方案
终于落地。

凤联居民区党总支、居委会充
分利用“三会制”和“约请制”，在遏
止增量矛盾的同时，存量矛盾也得
以化解。现在，恒联小区对街道、居
委会的态度有了彻底转变。在凤联
居民区，约请制度也已成为常态。
两年半的时间，恒联小区居民无集
体上访事件。

随着约请制度的正式出台，这
一制度也将在杨浦各居委会全面
推行，为居民提供更及时、更优质
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