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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上海就医保药应急平台“在线问诊+医保支付+药品配送”的全流程已经打通

一场数字化协同的就医保药“接力赛”
■记者 毛信慧

家住杨浦区延吉五村的独居老人
潘阿婆今年 75 岁，身患高脂血症，需
长年服药。由于行动不便，身边又没
有子女照料，疫情期间老人的复诊购
药成了大问题。

“潘阿婆，这是上午帮您在手机上
用医保下单买的药，您拿好。”“这么
快，太感谢了！”日前，延吉五村的“社
区健康大使”陈锡峰将药品送到了潘
阿婆的手上。

这是上海就医保药应急平台（以
下简称“平台”）通过医保结算开出的

“首单”。上海市就医保药应急平台已
正式开通。该平台由上海市数字医学
创新中心、微医、瑞金医院等医疗机
构、医药企业联合发起，为在沪重症慢
病患者提供在线问诊、复诊购药、药品
配送、健康管理等服务。

如今，依托新成立的首家平台型
互联网医院——上海微医医院互联网
医院，平台“在线问诊+医保支付+药
品配送”的全流程得以打通，就医配药
难题将得到进一步缓解。

“接力”合龙：对需长期用
药的重症慢病患者尤其重要

“我看到平台在线复诊能用医保
支付的消息，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小区
的邻居们。”一早，在得知平台开通医
保的消息后，陈锡峰赶紧把这一消息
通过小区微信群广而告之，在获悉潘
阿婆的复诊购药需求后，他径直赶往
老人家中，指导潘阿婆在线操作。

9：50，陈锡峰帮助老人上传了 2
个月内的有效处方，并指导她向在
上海微医医院互联网医院多点执业
的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征发起在
线问诊。

“小陈，只要这样点点，这些药就
都能用医保买到吗？”疫情发生后，老
人买药需要通过多个渠道才能配齐。

“您放心，等医生复诊完了，只要能下
单，就没问题的。”

10：04，张征在线接诊，详细了解
了老人的病情及用药情况后，为她开
具了电子处方。

10：20，互联网医院审方中心执业
药师王艳梅对流转过来的电子处方进
行审核，在药方通过审核后，陈锡峰指
导潘阿婆完成了在线医保支付。

12：30，经过严格的药品分拣、药
师审核后，“药品保供小组”的志愿者
出发了。她负责将药品订单送到杨浦
的各个社区，交接给“社区健康大使”，
这是该志愿者当天的第二趟，其中就
有潘阿婆的药。

13：10，“接力棒”回到了陈锡峰手
中。“锡峰，你们小区的药到了，可以来
取了。订单我核了一遍没问题，也微
信发你了。”“好的，我这就来取。”当
天，是陈锡峰成为“社区健康大使”的
第10天，也是这位志愿者参与配送工
作的第 17 天，时间不长，但在共同战

“疫”的过程中，两位志愿者已经默契
如“老战友”。

13：40，药品送到了老人的手中。
“潘阿婆，这是上午帮您在手机上用医
保下单买的药，您拿好。”

记者了解到，在成为“社区健康大
使”前，作为小区志愿者的陈锡峰需要
去医院为居民配药，对于像潘阿婆这
样所需药品较难配的患者，每天早上
7点出门，配齐药回来要下午一两点，
而且往往需自己先垫付，回来分发药
品后，再逐一对账收款。

报名成为平台的“社区健康大使”
后，陈锡峰可以在线上帮老人就医购
药了，还有专门的“药品配送小组”志
愿者将药品送到社区，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陈锡峰表示，现在在线医保
支付的开通，让整个服务“闭环”了，数
字化的药品保供“接力”正式合龙，这
对潘阿婆这样需要长期用药的重症慢
病患者来说尤其重要。

服务“双通道”：“社区健
康大使”已覆盖杨浦12个社区

这一单看似寻常的医保就诊购药

流程背后，是这个城市为保障市民就
医用药而完成的一场“空中协作”。

上海就医保药应急平台是在上海
市卫健委、上海市医保局的支持下，在
杨浦区、徐汇区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全
力推动下，通过高效率的协作，对医、
药、保、数等全方位资源进行整合，实
现医生、社区健康大使和配送志愿者
们的全动员，助力市民就医用药得到
更好保障。

在杨浦，区城运中心牵头与基层
街道联络、对接，逐一落实到全区 12
个街道及下辖居委会，为平台工作提
供强有力的服务和支撑，协力保障全

区重症慢病患者的就医用药需求。
“平台和志愿者也在很大程度上

分担了居委会的工作压力。”延吉五六
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高俊杰告诉记
者，此前，居委会指定专人联系就医购
药，但由于防疫工作任务重，人手不
足。现在，在平台、志愿者和居委会的
密切配合下，形成“线上、线下”服务双
通道，建立起了保障居民就医用药的
有效联动机制。

据悉，目前上海全市已有1300余
位志愿者加入“社区健康大使”队伍，
覆盖全市 175 个街道。在杨浦，平台
已经完成了几百人次重症慢病患者的

就医保药工作，“社区健康大使”已覆
盖杨浦12个社区。与此同时，平台也
在持续组织上海及全国范围内的三级
医院专家、医生，为在沪的重症慢病患
者群体提供在线问诊、医保复诊购药、
药品配送等服务。

“在社会各界形成的合力下，应急
平台能基本保障大部分药品订单在
72小时内送到患者手上，部分紧急用
药能在当天或隔天送达。”该平台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平台正在联合物流
配送企业、医药企业等，进一步增强药
品的供应能力，为更多患者提供专业、
及时的服务。

■记者 汤顺佳

5月5日下午一点，一辆小型面包
车停在东岸新里小区门口，远远就能
看到车后玻璃上贴着“保供流动超
市”字样。随后，三个“大白”下车，将
诸多货物卸载下来：装满馒头、包子
的纸箱；沐浴露、洗衣液、卷筒纸……
这些都是小区居民一天前在手机上

“团购”下单的商品。
日前，杨浦邮政“保供流动超市”

项目已启动运营，在区商务委的牵线
搭桥下，与长海路街道43个居委会开
展合作，创新试点将邮政保供便民服
务直通社区。

“成团门槛更低”——
5 份起订，涵盖 37 个品类

通过与街道、居委会开展对接，
由各社区提前排摸居民急缺物资清
单，杨浦邮政推出了食品类、日用品
类等 10 个组合套餐，涵盖了清洁洗
护、早餐、蔬菜、肉蛋奶等37个品类。

与普通团购不同的是，“流动超
市”的起订量设置在5套，即一个小区
预订各类套餐的总量超过5 套，订单
即可生效。相比起订量动辄几十份、
上百份的商务团购，这一“门槛”要低
得多，成团也更快速。

按照公司防疫规定，“大白”不可
进入小区。在东岸新里门口卸完货
后，志愿者们就推来了小推车，分头
将这些货物再运送到居民楼，再由楼

栋志愿者通知居民下楼拿取。
“这已经是我们小区第二次通过

‘流动超市’下单团购了。”小区志愿
者钱佩琳表示，“上一次买的是蔬菜
生鲜套餐，反响很好，这一次成团速
度就比上次更快了，光是早餐组合套
餐，就买了192份。”

家住 16 号楼的浦先生则告诉记
者，食品新鲜、送货快速，是他们屡次
购买的主要原因。“杨浦邮政送货，值
得我们信赖。”

以 前 置 仓 为“ 前 哨
点”——助力提速，最快1小
时即可送达小区

高效的配送，得益于杨浦邮政的
天然优势——遍布全市的丰富网点。

原来，为加快物资配送，杨浦邮政
在各个支局建立了前置仓，成立了一支
由30台车辆、40名驾驶员以及60名前
置仓管理服务人员组成的团队。大家
以最后一公里内的前置仓为前哨点，完
成所有的物资仓储、分拣及配送工作。

而为长海路街道服务的前置仓，
位于政本路的一家邮政网点内。现场
由1位驾驶员、2位仓管驻守，处于闭环
管理，人员食宿均在网点内部解决，每
日还进行 1 次核酸检测、2 次抗原自
测。每天，当有居民下单食品后，食品
将于隔天运送到仓库，由仓管分装打
包后，火速开启配送。而至于牙刷牙
膏、卫生纸、消毒凝胶等日用品，仓库
内长期备有库存，一旦卖完即刻补货。

“‘流动超市’开市以来，订单量
较大，比如昨天就出车了七、八次。”
政本路网点仓管人员翁富知介绍说，

“最近运输最多的是早餐套餐和防疫
物资套餐，可能比较符合居民需求。”

记者了解到，在前置仓的助力
下，物资最快1小时送达小区，大大提
高了配送效率。

最大程度做到让利惠
民——整合资源，保障商
品品质

采买物资，居民们最关注的问题
之一就是价格。记者看到，当前在售
的几个套餐中，销量较高的早餐组合
售价98元，洗护套餐一套25元，卷筒
纸一份19.9元。不少居民表示，价格
在接受范围内。

为保障价格稳定，“流动超市”开张
后，上海邮政联手中国邮政集团旗下的
邮乐购电商平台，整合“平台+渠道”资
源，发挥平台大量集采价格优势，使
得保供产品价格普遍低于市场价
5%－10%，最大程度做到让利惠民。

同时，在商品品质方面，得益于
邮乐网平台集采高标准，“流动超市”
内的保供产品均为品牌产品，质量有
保证。

据悉，杨浦邮政“保供流动超市”
试运行期间，部分产品一上线就“秒
杀”售罄，如今，居民的日均下单量在
500 单左右。接下来，公司将根据需
求变化，对套餐商品不断更新。

5份成团，高效配送——

上海邮政“保供流动超市”直达社区

“今天，你团了没有？”4 月中旬
起，随着“三区”差异化防控的全面实
施，社区团购逐渐成为封控区、管控
区居民的生活日常。

为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买到
来源放心、质量安心、价格称心的商
品，长白新村街道坚持政府主导，遵
循市场运作，线上线下结合，在松延
居民区“微超入小区”试点基础上，进
一步聚焦清零攻坚、引入优质资源，
探索了一条保供物资直达居民的可
靠路径——“云超到身边”。

松延居民区有四个自然小区，共
1293 户，在住人口数 2820 人，属于典
型的老龄社区。一方面房龄较老，均
为上世纪50－80年代的老旧公房；另
一方面年龄结构较老，60岁以上老人
1347人，80岁以上233人。

“三区”防控政策实施伊始，街道
就已尝试与小邻通社区云商合作，将
生活物资引入松延居民区的防范区
内进行销售，以“现场搭点、有限仓
储、居民直购”的方式，“造”了一家家
门口的“微超”，有效解决了部分居民
的购买需要。

不过，随着清零攻坚行动与“无
疫”小区创建的全面开展，1.0 版的
一些局限也开始出现。“一是供给相

对不足，商品往往很快售罄。二是
需求的匹配度有待提升，有些想买
的没有，或卖得很快。三是依然存
在一定的疫情传播风险。”街道有关
部门负责人介绍。因此，探索一种
更高质、更精细的社区团购方式势
在必行。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街道
积极协调对接小邻通社区云商，对货
源供给、物流配送、技术支持等环节
进行优化，将“微超”升级为“云超”，
确保将有品质的保供物资直送至居
民手中。

相比于 1.0 版的“微超”，2.0 版的
“云超”实现了三大调整：现场直销→
线上下单；居民散购→社区团购；线
下自提→统一配送。

“云超”推出菜肉蛋奶面等 7 大
类商品。街道积极协调企业，做好全
程监督，由企业集中运送至社区，由
社区志愿者精准递送至楼栋的下单
住户。

据悉，《长白新村街道“云超进小
区”实施方案》已出台，在符合条件的
社区进行推广复制，同时以社区团购
公约为引导，进一步发挥“云超”的消
费导流作用，为居民提供有品质、精
细化的生活物资保供服务。 ■宗禾

相关新闻

社区“造”了一家“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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