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4月21日 星期五
责编 张学雷 版式 张进04 05 专题报道

“家门口就能看病确实方便。”
“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我的疑虑，真是
雪中送炭。”“省了去大医院的周折，
省时省事又省心。”……4月18日，成
都市金牛区茶店子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家庭医生团队再次“出动”，大家
走进各辖区院落，为居民提供就近就
医服务。

“自从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
来，形成了首诊在基层、大病到医院、
康复回社区的上下联动就医格局。”
中心主任周成华介绍说，中心将继续
高质量稳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管理
服务，开展以公众健康咨询、健康讲
座、入户巡诊等为主的家庭医生健康
管理活动，普及健康知识，让更多的
居民认识、了解、信任、依赖家庭医
生，筑牢健康屏障。

从认识到依赖

做居民健康“守门人”

“天气热了血管扩张，可以少吃
一片，下次调整药量之前记得先咨

讲好成都社卫故事
助推基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成都市进
一步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为全方位展示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成果，讲好成都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故
事，日前，由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华西社区

传媒主办的2023成都党建引领基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优秀案
例展播活动已全面启动。

如何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成果转换为医卫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能？基层医疗机构如何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做深做实？家庭医生如何融入“微网实格”提升群众健康获得
感？……带着这些问题，华西社区传媒记者深入各区（市）县卫健系
统，挖掘医疗机构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优秀典型案例，多角度展现成都
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故事。

家庭医生团队下沉小区
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楼下”

4月14日下午5点半，成都市双流
区月光湖小区门口比往常更加热闹。
体验中医穴位推拿、咨询各类健康问
题、进行家庭医生签约、咨询科学用药
指导……小区居民正在家“楼下”感受
一站式健康服务带来的便利。

据了解，自3月1日起，双流区公
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启了家庭医
生“延时服务”模式，每天 16:00—18:
30，中心 5 支家医团队在中心分管领
导的带领下，轮流下沉至辖区的小
区、楼盘开展健康教育、体检、家医签
约等服务，大半个月过去，辖区 18 个
楼盘已经实现了健康服务全覆盖。

“这项工作将持续全年，通过不断‘上
门’扎实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
居民提供综合、便捷、连续、精准的基
本医疗和健康服务管理，让我们的家
庭医生真正成为百姓身边‘看得见’
的健康守门人，同时不断提高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含金量’。”中心主任侯
渝蓉介绍说。

家庭医生“延时服务”

打造“医防融合”新模式

“陈朋，今天去月光湖小区是打
‘硬仗’哈，他们小区年轻人多，下班
比较晚，我们尽量多待一会儿，可能
要8点后才‘收摊’哦。”当天，轮到公
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沈睿带
队进小区开展家庭医生“延时服务”，
中午她就在关心大家的准备情况。

从今年3月1日起，中心就把家庭
医生移动工作室“搬”到了辖区居民
家“楼下”，妇科、儿科、中医康复科、
皮肤科、精神科、肛肠科……义诊摊
位不大，但是“五脏俱全”，基本可以
保障全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需求。“最
多的时候有近百名居民来咨询问
诊。”沈睿介绍说，好人气不是一蹴而
就的，初来乍到也遇到过“门可罗雀”
的尴尬。“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不断
总结经验，比如我们目前借力‘微网

实格’，不仅由网格员提前把义诊通
知传达给居民并摸清他们的健康服
务需求。同时依托微网格员发挥‘前
哨’优势，再次厘清了网格中的重点
人群信息，便于我们个性化、定制化、
持续性地开展高品质医疗服务。”沈
睿说，通过近一个月的“巡回式”下沉
义诊和健康教育，以及定人、定岗、定
责的服务制度，越多越多的居民认识
了社区医院、认得了家庭医生、认可
了健康服务。

“我们的家庭医生都是利用下班
时间开展延时健康服务，但没有一个
人有怨言。”说到中心这支能打“硬
仗”的团队，分管家庭医生签约工作
的中心副主任杨甲东非常欣慰，中心
领导班子希望通过常态化开展这项
有温度的特色健康惠民举措，切实提
升对社区居民的健康管理水平，帮助
大家树立起“早认识、早预防、早健
康”的疾病预防观念，让“预防为主、
医防融合”的健康理念厚植人心。

发挥精神特色专科优势

关注居民身体与心理健康

3月10日，公兴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正式挂牌“成都市双流区第四人民
医院”，4 月 15 日，开始空载运行，预
计6月1日全面开诊。如何实现精神
卫生中心和社区医院的深度融合，发
挥精神特色专科优势，护航居民身心
健康？

“目前，我们将 8 名专业精神科
医师和心理健康咨询师编入到中心
现有的5支家庭医生团队，通过开展
特色家医服务，不仅为辖区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提供诊疗、健康管理和
双向转诊等连续服务，还依托与上
级医院共同搭建的远程会诊信息平
台，让精神疾病患者在基层就能享
受‘三甲级’服务。”精神卫生中心副
主任冯益身介绍，居民的心理健康
和身体健康同样重要，不仅要为辖
区居民解决看病问题，还要关注他
们的心理问题，全方面、全周期地呵
护居民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会
开通 24 小时心理服务热线、建设心
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并依托家医
签约服务，探索构建以社区为本的
精细化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综合防
治方案，全面提高居民生活健康指

数。”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李思佳 中心供图

关节要承担身体大部分的重量，
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负重活动，一旦
患上了关节炎，会出现关节肿痛以及
关节红肿的现象，疼痛严重的患者甚
至无法正常地生活和工作。缓解关
节炎疼痛的治疗和管理手段有哪
些？症状消失后可以停药吗？关节
炎患者是否还能进行体育锻炼？

4 月 17 日，华西-成华联盟健康
大讲堂第二十六期，在成都市成华区
府青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讲。依
托“华西-成华城市区域医疗服务联
盟”，成华区府青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特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风湿免疫
科副主任医师谭淳予，带来“常见关
节炎的认识”主题健康知识讲座，为

关节炎该如何防治？
专家进社区释疑解惑B

辖区居民普及关节炎的预防及日常
保养方法。

防治骨关节炎“趁轻趁早”

“老年人骨关节炎多发，趁轻防
治是上策。”讲座中，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谭淳予通
过PPT展示，结合实际案例向居民细
致讲解了关节炎形成的原因、常见症
状、治疗方法等。谭淳予介绍，骨关
节炎也称退行性关节病、骨质增生、
骨关节病，是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
及骨质过度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
病。主要表现为关节疼痛、僵硬、肥
大及活动受限，多发于50岁以上中老

年人。
骨关节炎治疗分为早期和晚期，

早期以预防为主，出现关节僵硬、疼
痛时，多休息、少活动，尽量不要爬
坡、爬楼。“可以走平路，但不要长时
间行走，降低对膝关节、髋关节的损
伤。”谭淳予介绍，骨关节炎的治疗首
选保守治疗，包括改变运动方式，服
用或局部注射药物减轻疼痛和物理

疗法等。同时疾病早期要重视预防，
减轻关节负担，科学合理进行功能锻
炼，根据每个阶段病情合理选择药物
而不依赖药物。

症状严重仍需手术治疗

对于早期的骨关节炎患者，药物
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如果关节

畸形非常严重，增生也比较重，软骨
已经磨损了，那这种关节零件已经出
问题了，就需要手术来干预。”谭淳予
介绍，对于终末期患者，比如患者出
现夜间疼痛、影响了睡眠和休息、严
重影响行走时，只能选择接受人工关
节置换术。人工关节置换术目前已
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是一种成熟且有
效的手术治疗方式，主要适用于关节
结构严重破坏的后期骨关节炎病人。

控制饮食适当锻炼防治

“医生，我腿经常痛，我还能锻炼
吗？”“医生，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不
痛了以后可以停药吗？”讲座中，不少
居民提出了自己疑问。谭淳予提醒，
骨关节炎患者可以结合恢复情况选
择对关节影响较小的活动进行锻炼，
避免打球、跳绳、爬山等剧烈运动。

“在运动中要注意保持膝关节的平衡
稳定，避免摔跌或扭伤。”

此外，控制饮食、减轻体重对骨
性关节炎有较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要控制主食、脂肪和动物性食品的
摄入，使自己的体重逐渐降至理想体
重的水平。”谭淳予表示，多吃含蛋白
质、钙质、胶原蛋白的食物，如奶制
品、豆制品、鱼虾等，可以补充蛋白
质、钙质，防止骨质疏松，又能生长软
骨及关节的润滑液，还能补充雌激
素，使骨骼、关节更好地进行钙质代
谢，协助减轻关节炎的症状。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彭戎 摄影报道

“坐堂医生”变身“健康管家”
居民签约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C

询我。”“高血压要低盐饮食，营养均
衡，平时吃饭也要清淡才好”……量
血压、询问服药情况、了解饮食睡眠
等习惯……在西岸锦绣小区，家医
团队长罗耀灵正在对患有高血压的
刘婆婆进行随访，并叮嘱日常生活
中的注意事项。罗耀灵团队长是院
落里的“网红”医生，对签约患者无
微不至的关怀使得大家都很信赖
她。“小罗当我的家庭医生已经第六
年了，特别耐心，就像我的健康管家
一样。”今年 80 岁的周爷爷是中心的
签约患者，并且逐步带动他的老伴、
孙子也成为了签约患者。如今，他
们 整 个 家 庭 都 是 中 心 的 忠 实“ 粉
丝”。“以前条件不好，我们没有自我
健康管理的意识，近年来通过家庭
医生签约，定期了解身体情况，让我
们很安心。”

“从一个人呱呱坠地到耄耋年
华，从一名签约对象到整个签约家
庭，不论是生理抑或是心理，家庭医
生守护的是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的
健康。”罗耀灵表示。

从线下到线上

智慧化服务“再升级”

据了解，中心服务人口 50000 余

人，2022年全年签约20000余人，中心

组建了6支家庭医生团队，其中全科

家庭医生团队4个、特色家庭医生服

务团队（康复团队）1 个、其他重点专
项家庭医生团队1个，每个团队由全
科医生、社区护士、健康促进员等组
成，通过划分服务片区、走访入户的
方式，为居民提供医疗卫生健康服
务。

随着智慧化管理和卫生健康高
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远程管理和在

线问诊越来越普及，家庭医生团队带
给居民的“健康红利”正在逐渐释放，
分级诊疗效果愈加凸显，“小病不出
社区”正在变为现实。

不久前，家庭医生团队长马念蓉
通过慢病的远程管理设备发现，自己
管理的签约患者王磊（化名）的血压
已经连续几次较高。她随即建议王
磊通过线上问诊的形式，向成都大学
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专家问诊。专
家为其进行介入调查并调整了治疗
方案，两周后，马念蓉再次对王磊进
行随访，发现他的血压已控制在正常
范围。

“如果数据仍然偏高，就会通过双
向转诊，转到上级医院进行治疗，控制
好病情后再转回中心。”据了解，中心
与成都大学附属医院、成都中医药大
学、四川省第二中医院等多家上级医
院建立了联合诊疗机制，通过远程会
诊、分级诊疗，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打通医
疗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胡慧媛 中心供图

家医团队长罗耀灵正在给患者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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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华西医院专家为社区居民讲解主题健康知识。

家庭医生团队进小区提供健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