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3日报道《滨州五成居民年底将有家庭医生》之后，许多读者
纷纷打电话对此咨询。24日，记者就此进一步作了采访。

多数居民对家庭医生还不认可
家庭医生能提供预防、保健等免费服务，但居民还是愿去大医院
记者 张牟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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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 家庭医生滨州模式正在逐步推广
现在滨州市已经全面展开了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23日上午，记者就该情
况采访了滨州市卫生局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管理办公室主任孙东华。孙东华
告诉记者，家庭医生式服务是指基层
医疗人员为固定人群提供全面系统的
预防、保健、康复指导等公共卫生服务
的一种服务模式，“我们的家庭医生还
处于起步阶段，和国外的家庭医生还
是有很大差距，但是滨州市实行的家
庭医生是免费的，这和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实行的收费式家庭医生是不同

的，这样就不会给老百姓造成负担。”
据了解，早在2008年，市卫生局

就结合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
和村卫生室建设与改造，明确提出了

“户户拥有家庭医生，人人享有卫生
保健”的目标。2010年，滨州市全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联网，促进了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顺利快速开展。

目前，滨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医生主要以乡村医生为主，全市共有
约6000多名乡村医生参加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

>> 家庭医生可节约大医院医疗资源

针对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的开展，市人民医院内分
泌科副主任医师于文告诉
记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这种形式很好，做好小病治
疗，大病预防，就可以节省
大医院的资源，希望这种形
式可以全面的进行下去。对
于乡村医生的素质保障，于
文表示，现在乡村医生的水
平资质还不能达到居民对
于健康的要求，“这也是患
者宁可坐车多走点路也要
到大医院看病的原因。乡村

医生必须有相对应的资质
水平和相对完善的仪器设
备，才能逐步让村民接受。”

孙东华告诉记者，乡村
医生主要是负责保健、指导
教育的工作，每年一次的查
体工作是由镇卫生院配合
完成，大病需要治疗和手术
的病人还是需要到上级医
院完成，“虽然一个乡医大
约负责五百人，但是在这些
人数中生病的人还是少数，
而且乡镇卫生院还配有医
生，所以不会存在人员缺口

问题。”
为了保证各辖区居民

可以全部配有家庭医生，市
卫生局在村卫生室的设立
上，按照服务半径 1 . 5 公里
左 右 ，步 行 1 5 分 钟 可 以 到
达，覆盖人口 2000-3000人
设置一处农村卫生室，每覆
盖 500 名农村居民配备 1 名
乡村医生的标准，全市统一
规划村卫生室1273处，覆盖
全市5444个行政村，这样就
可以保证家庭医生工作的
顺利进行了。

>> 居民不认可成家庭医生推广最大难题

已经签约的许楼社区
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袁存峰
告 诉 记 者 ，许 楼 社 区 卫 生
室里共有 3 名医生，共负责
2600多人，他主要负责 160
户左右的家庭，约 5 8 0 人，
现在家庭医生的服务已经
展 开 了 ，正 在 给 每 个 负 责
的 家 庭 发 放 健 康 小 册 子 ，
要求每户填写自己的名字
地址等，“现在医生都和村
民签约了，形成了文件，这
就 让 我 们 感 觉 到 责 任 了 ，
发放小册子就是要让村民
知 道 他 们 的 权 利 ，知 道 什
么时候该找负责自己的医
生 ，这 样 对 村 民 来 说 就 很
方 便 了 。”袁 存 峰 说 ，签 约

以 后 ，他 会 按 照 合 同 上 所
标 示 的 ，定 期 按 时 去 自 己
负 责 的 村 民 家 中 家 访 ，及
时为他们进行诊疗，“但是
村 民 的 认 识 度 还 是 不 够 ，
还 是 习 惯 有 病 就 去 大 医
院 ，不 知 道 应 该 给 负 责 自
己的医生打电话。”

市卫生局新农合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情
况在社区卫生室并不少见，
乡医入户为村民做保健指
导时，经常会被村民拒之门
外，“很多村民就认为我们
的乡医是卖药的，或是推销
的；还有就是不相信，觉得
自己没病，没必要做什么保
健。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的宣

传力度还不够，村民对家庭
医生的认识还不到位，所以
我们现在就要加大宣传力
度，让人们知道家庭医生主
要负责什么。”

孙东华表示，虽然家庭
医生还不被多数人认可，但
是因为覆盖面广、政府推行
力度大，所以广大村民将来
会逐步接受和认可家庭医
生这一方式，“现在村民会
习惯来社区卫生室买药，我
们的社区卫生室基本保证
没有假药，因为全部由卫生
院统一招标采购，而且实行
零差价，村民享受到了很多
实惠，所以家庭医生的推广
将会得到认可。”

博兴县纯化镇王文社区卫生室的乡村医生孙华贵正在为村民查体。。
（（图片由博兴县卫生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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