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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编者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家门口的医院”，承载着居民就近就医、配药等需求。
为进一步夯实社区救治网底，杨浦紧紧围绕“防重症、保健康”目标，多措并举、挖潜赋

能，有力推进社区对重症患者的“早发现、早干预、促康复”服务能力。
截至目前，全区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诊室增至80间，输液位增至293个，吸氧位

增至54个，进一步配备心电监护仪21台、指氧仪123个；384名家庭医生经强化培训后全部投
入社区一线，开通24小时热线全天候接听；同时，24名社区医护支援市120，成为市区救治与
防重症强有力的“守门人”。

■宗禾 宋玥 窦雨琪

她“慕名而来”——“环
境清爽，急救措施应有尽有，
医护人员也很热心”

“我母亲今年 85 岁，高烧四天未
退”“麻烦医生帮忙看一下我的儿子，
一直高烧，吃药效果也不好”……从早
晨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半，大桥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全科医生倪勤每
天要面诊 130 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
因为高烧不退、咳嗽不止等问题前来
就医的附近居民。在这里工作了四年
的倪勤坦言，“压力与责任并存。”

不仅如此，倪勤还是辖区1300多
位居民的“家庭医生”，负责签约居民
平时的慢性病配药、健康体检、二三级
医院转诊等工作。她告诉记者，现在
不少不敢来医院的患者就给她发信息
咨询，也有很多居民每天问问她的情
况，让她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我
觉得很温暖，感谢大家的关心。”

下午四点，大桥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高峰已过，但仍有不少患者
在此输液、就诊。据了解，元旦假期
后，这里发热哨点和输液门诊的结束
时间相应延长，方便患者就医。市民
杨女士告诉记者，她是在二级医院排
队取药时听到旁边的患者说这里环境
好，医生服务态度好，所以“慕名而
来”。“我是第一次过来，环境清爽，医
护人员也很热心，认真指导我阳康以
后的注意事项。”

近日，为缓解二三级医院的就诊
压力，大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动扩能、增能，在原有基础上新增数项
服务内容，引导患者到社区就诊。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原有的输液
功能外，该中心还增加了氧气瓶、雾化
器、除颤仪、心电图机等系列急救设

备，全力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陪同
家属杨女士的姐姐也十分满意：“这里
急救措施应有尽有，让家属很安心。”

据悉，大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从原有的6个输液位扩充到48个，
氧气位从原有的 2 个扩充到 6 个，市
民只需在二三级医院取药后，便可过
来输液。目前，中心医护全员上岗，
周一到周日无休，提供“一站式就医
服务”。中心总护士长沈艳表示，他
们会向前来就医的患者送上“四个
一”服务，即测一次血压、测一次血
糖、测一次血氧、做一次健康宣讲，在
了解患者身体状况的同时，缓解他们
的焦虑情绪。

从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起，杨浦全
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热门诊持
续“扩容增能”，全部实施“早8点至晚
8 点”模式，一周七天开放，并将新冠
诊治的挂号收费、就诊、取药等项目全
部纳入发热诊室“一站式”服务，减少
交叉感染，有效缩短患者就诊外消耗
时间。

据悉，全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发热门诊量日均总量达到 1500 人
次，占全区累计发热门诊近50%，实现
了预期分流下沉效果。

面对救治高峰带来的二三级医
疗机构输液氧疗服务压力，杨浦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调整空间布局，
建立“一体化”轻症疗愈区，最大程度
承接二三级医院延伸输液。疗愈区
内，不仅配备舒适的输液椅、吸氧位，
对有一定风险的输液老人等特殊人
群，专门落实心电监护，定时测指氧，
如发现突发风险可能，第一时间与对
接的三、二级专家进行微信视频会诊
与及时转诊。

目前，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轻
症输液氧疗服务日均总量达500余人
次，让患者在二、三级医院的平均4小

时等候时间压缩至社区的 20 分钟以
内，并开设 80 岁以上老人的绿色通
道。“家门口的服务，实实在在解决了
老百姓的困难。”一位患者表示。

他“飞驰而出”——从
“动”到“静”，变的只是每日
活动轨迹，守护居民健康的
使命始终未变

急救对象及其家庭情况往往复杂
难料，这意味着每一次的120出车，都
面临着巨大的未知。对此，控江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主治医师季陈深
有感触。

上海120急救转运工作目前迎来
考验，杨浦数十名社区医护迅速集结，
奔赴院前医疗急救一线支援。季陈是
第一批参加支援的基层卫生工作人员
之一，“我是党员，遇到这种情况，当然
得上。而且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强度，
作为年轻医生，我必须顶上。”

谈及印象深刻的急救经历，季陈
告诉记者，他曾遇到一对老夫妻，在是
否就医的问题上，两人存在巨大分
歧。妻子觉得丈夫发烧好几天，需立
即送医；丈夫则觉得身体没有不适，不
需要去。季陈一行抵达后，迅速对感
染者进行了体温、血氧和心跳脉搏等
多项检测。

“您丈夫的体温目前不算高烧范
围，其他检测数据都属于正常。对于
这样的持续低烧，可能是因为他年纪
比较大，恢复起来不如年轻人那么
快。现在是深夜，加上目前医院急诊
资源紧张，不如明天白天去医院普通
门诊，做全方位检查，这样对您的丈夫
来说更加可行，您也能更放心……”季
陈一遍又一遍的耐心解释让焦灼的夫
妻俩放下了担忧。“我也没想到，这活
儿还考验‘嘴皮子功夫’。”季陈说。

目前120急救车的人员配置大多

为司机、担架员和随车医生各一名，
当遇到特殊病患时，他们还得切换角
色“齐上阵”。

有一次，季陈团队遇到了一位80
多岁的求助者，这位老人瘫痪在床，
血氧浓度较低，几乎进入了昏迷状
态，老人的女儿焦急万分，不知所措。

老人家住四楼，体重近200斤，季
陈和团队成员在老旧公房里开始了
艰难的“搬运任务”。季陈说，“当时
心里特别着急，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
气，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赶紧去医
院。”他们从抵达求助者家中，到顺利
将其送到医院，仅耗时40分钟。满头
大汗的“急救三人组”顾不得片刻休
息，转身又投入下一个“接单”中……
在岗 12 个小时，平均每天接单近 20
次，他们与时间赛跑，点亮生命之灯。

目前，已完成支援任务的季陈
“马不停蹄”地回到了控江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最近单位人手很紧张，哪
有空休息，赶紧回去搭把手，和我的

‘老战友’并肩作战。”
这个曾奔忙于市区大小街道的

120随车医生，现在“静”了下来，又成
了居民口中的“季医生”，在一方小小
诊室，为病患提供问诊服务。此外，
作为控江路 1039 弄家庭医生工作站
团队长，他每天得关注签约家庭和特
殊人群的健康状况……

从“动”到“静”，对季陈而言，变
的只是每日活动轨迹，守护居民健康
的使命始终未变。

他们“开足马力”——热
线“不掉线”，健康呵护管理
“不缺位”

“今天能来社区输液吗？”“能下
班以后来配点药吗？”在医疗资源紧
缺的情况下，热线成为社区居民的一
颗“定心丸”。这样的咨询电话，新江
湾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天都要接
听近200个，遇到年纪大、听力不好的
老年人，医护人员还需不厌其烦地反
复叮嘱。

倪晓诚作为该中心药剂科负责
人，此前带病坚守岗位，既要保障门诊
药房、发热门诊和住院药房的基本用
药，又要兼顾各个站点的药品合理分
配。在小药房，他还负责接听咨询电
话，有时交代几句用药指导，就要咳嗽
好一会儿。

“前不久高峰时，我们的热线每天
接到二三百个电话，2－3名接线员24

小时值守，平均一个电话的接待时间
是 3－5 分钟，有部分极端焦虑的病
人，医生要花将近半小时进行安抚。”
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晓芒
介绍，其中近一半的来电是关于常备
药物的使用。通过电话指导合理用药
及护理，可有效避免患者来院询问，为
其他确需就诊的患者缩短排队就医的
时间。

除了电话那头的居民，养老机
构的老人也是社区家庭医生心头的
牵挂。

元旦当日，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家庭医生沈菲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对
口的养老院，询问老人情况。了解到
一位老人出现高热，情况严重，沈菲上
门巡诊后建议转上级医院治疗。在她
的协助下很快将老人转往市东医院，
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沈菲说，“120急
救资源紧张，我们跨前一步，把120留
给更需要的人。”

殷行街道辖区内有 3 家护理院、
12家养老院，每家都有专门的家庭医
生负责对接，不仅每天两次与养老院
沟通，了解医疗需求，提供健康咨询及
药品保障，还尽可能地先满足养老机
构老人的用药要求，合理分配，分批安
排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来中心为老人配
药。最近，家庭医生们又主动跨前一
步，为养老院的老人提供巡诊服务。

据悉，各社区中心对接全区72家
养老院和助老机构，累计6500余名老
年人全部纳入重点人群管理，提供每
日医疗调度支持、上门巡诊等，及时回
应各类基本医疗需求，努力为养老院
老人保驾护航。

此外，为保障 65 岁以上、特别是
有多种基础性疾病老年人、孕产妇和
化疗血透患者等人群的健康，从2022
年12月中旬开始，杨浦各社区对27万
余重点人群进行了全覆盖排摸，对排
摸出的5.5万重点人群全部建立红色
标签，给予“三级”健康管理服务，次重
点人群黄色标签“二级”健康管理，其
余绿色标签全部“一级”服务。

目前，各社区已累计为已感染的
1.8万居家重点人群给予了“全程式”
健康呵护管理，由社区“三人小组”每
天主动监测 2 次体温，家庭医生每日
健康随访和监测指氧情况，提供及时
的药物与健康指导，对发现有重症倾
向的，立即通过家庭医生优先呼叫通
道转诊，已累计紧急转诊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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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持续扩容增能，进一步夯实社区医疗救治网底

“一站式就医服务”就在家门口

■记者 王歆瑜

近日，市民刘先生带年迈的父
亲去新华医院就医。通过“上海停
车”平台新上线的“医院停车预约”
服务，他成功进入上海停车 App 首
页中的“停车预约”板块，选择“医院
预约”后在搜索框输入医院名称后，
就进入了停车预约界面。“我觉得很
方便，非常人性化的操作。它的说
明是停车人可以预约次日起 3 天内
的车位。车位约满的话，也会让我
们在平台上提前了解到信息，那么
我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很棒
的服务。”刘先生说。

还有就医的车主表示，医院车库
内划定了专门区域供预约车辆停放，
现场还设有引导牌，提醒在预约时段
内的车辆可优先入场，离院可使用在
线支付或无感支付。

最近，申城各家医院出现就诊高
峰，随之而来的就是“停车难”。在市
交通委、市道运局的指导下，区交通
委会同区卫健委、公安交警、属地街
道以及各相关医疗机构，在全市统一
的“上海停车”APP 数字化平台基础
上，进一步拓展医院停车预约服务接

入范围，优化医院停车管理流程和交
通组织引导，以数字赋能，让停车服
务更有温度。

2021年，新华医院率先开通停车
预约服务功能，打造医院与周边商业
停车场库共同接入预约服务的医院
停车“朋友圈”，广受好评，并迅速在
全市推广。2022 年，杨浦区中心医
院、杨浦区中医医院及新江湾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开通该功能；年底前，
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及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3家三甲医院也
已接入。截至目前，杨浦区域内累计
接入医院停车预约服务的共 8 个项
目，包括新华医院、肺科医院、东方肝
胆外科医院、长海医院、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5个三甲医院、3个区级
医疗服务机构和新华医院周边紫荆
广场等公共停车场库，共计可提供近
200个预约车位。

据悉，“上海停车”App还将继续
加快建设，针对医院停车预约，将试
点当天预约服务，探索对无障碍停
车、新能源车辆充电停车提供预约服
务。同时试点面向小区居民，按天、
按次停放计费等更为灵活的错峰共
享服务。

相关新闻

数字赋能，医院停车“朋友圈”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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