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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

芝罘开推家庭医生式服务
社区医生面临角色转换，市民可享上门看病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刚开始时常被赶出来
凤凰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内科主任马爱玲应该
是全市第一批“变身”为家
庭医生的人。

“第一次上门服务印
象尤其深刻。”马爱玲说，
那是2011年8月的时候，身
为中心院长的孙强在一次
全国社区医院培训会结束
后，开始在中心推行社区
医生服务。

马爱玲负责凤凰一
街、三街等区片。第一次
上门，她特意戴上了一副
鞋套，“尽量减少阻力。”
但是，在敲开一户年轻人
家时，还是吃了闭门羹。直
到最后敲到了一户曾经在
医院看过病的老人家时，

才被热情地迎了进去。
医生们也有情绪。

“原本病人求着我们，但
现在我们要求着他们。”
马爱玲说。但这项服务还
是坚持了下去，宣传家庭
医生的小册子也发了下
去，医院还建立起一个专
门的办公室进行监督，医
生的上门情况被纳入绩
效考核。在辖区老百姓
中，还有70人作为服务监
督员。

一年过去，情况有了
改变。“现在老百姓都认识
了。”马爱玲说，一个明显的
变化是不少家庭医生现在
一天能接十几个电话，上门
探访多数也都开门了。

基层的医疗队伍还应更加充实
5日上午，在芝罘区

卫生局召开的全区家庭
医生启动仪式上，几名市
民作为代表和相关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签订了《烟
台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家庭服务协议书》。这标
志着，家庭医生服务模式
开始在全区9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进行推广。

在这份协议上，一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个

家庭的成员代表将分别作
为甲乙双方，并确定一名
社区医生作为乙方的家庭
医生。其中，中心的11项服
务内容中10项全免费。这10

项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为
居住半年以上的户籍及非
户籍居民提供居民健康档
案；为辖区居民提供健康
教育；0～6岁儿童、孕产妇、
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老年
人、35岁及以上原发性高血

压患者、35岁及以上2型糖
尿病患者、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管理等10项。此外，家
庭医生还应当为确有需求
但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上
门服务。

“这就更加明确了医
生的责任。”凤凰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院长孙强
告诉记者，家庭医生服务
的健康管理更多倾向于
重点人群，“比方说慢性

病管理，很多人不太重
视，但是慢病已是目前最
主要的死亡原因；还有要
求家庭医生进行健康教
育，尽量让大家不得病，
而不是得了病再治，这是
很重要的事。”

家庭医生将全部由
全科医生组成，而从2008

年前后，烟台市就开始了
全科医生的培养，目的就
是社区医院的转型。在向

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科医生已经有十几名；在
凤凰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持证的全科医生就已
经达到了6成。

“近年来医学院也开
始有全科医生的培养教
学。”孙强说，基层的队伍
应该会更加充实，“毕竟
现在是十几人面对几万
人的社区，压力依旧很
大。”

格相关链接

每周社区工作不少于8小时

家庭医生以具有执业医师资
格、经过省级全科医学岗位培训的
社区医生为主。家庭医生实施上门
服务巡诊制，原则上每周到社区工
作不得少于2次，每次不少于4小
时。上门服务时必须穿统一制服并
佩戴胸牌，携带工作包，根据实际
需要配备相应的物品。

每个团队负责600户家庭

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社区
医生、护士和公共卫生、医技等其
他专业人员组成全科医生团队，与
社区居民签约服务。原则上每个全
科医生团队负责600户家庭，不超
过800户，人数在2000人左右。

每名社区医生服务不超过200

户，人数在600人左右。

每户只能选一个家庭医生

按规定，每户(位)居民同期只
能选择一个社区医生作为家庭医
生。凭身份证明或户口薄、暂住证
进行签约，原则上一个周期不少于
一年。期满后如需解约需告知社区
医生并签字确认，不提出解约视为
自动续约。

重点人群

以辖区妇女、儿童、老年人、慢
性病人、残疾人、精神病人、贫困居
民等为重点服务对象。

今年7月起，芝罘区开始在全区推广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居民
身边的社区医生将面临一次角色转型，除了传统的基层医院坐诊，他
们还将更多地承担起居民健康档案建立、重点人群健康管理随访、健
康教育宣传等工作，对于居民来说犹如身边多了一个“家用”的保健
医生。此外，在跟医生签约后，行动不便、病情紧急等情况下，只需一
个电话，自己的家庭医生也将上门服务。

登登门门拜拜访访了了几几百百位位居居民民，，马马爱爱玲玲记记录录下下这这样样一一个个册册子子。。上上边边每每个个人人的的病病
情情、、电电话话等等都都十十分分清清楚楚。。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孔孔雨雨童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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