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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甸柳一居的家庭医生样本

医医生生变变成成随随时时可可打打电电话话的的朋朋友友
本报记者 林媛媛
实习生 唐静

刚开始推行也挺难
后来签了500多户

5日一大早，济南甸柳一居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冯燕大夫就
带着护士李梅和麻继豹来到居
民刘德义和张淑明家里，为老
人做常规体检。冯燕在给两位

老人问诊的同时，李梅已经开
始给老人测血糖、量血压，做心
电图，而麻继豹则将老人早上
留好的小便拿到卫生间进行检
测。

作为刘德义和张淑明两位
老人的家庭医生，冯燕对两位
老人的身体情况了如指掌。刘
德义和张淑明两位老人今年都
已经82岁，两人的三个子女有
两人在外地，在济南的孩子也
不能天天陪在老人身边，平时

都是两位老人独居。“老太太有
关节炎，走路腿疼，其他倒没啥
问题。”冯燕告诉记者，“老爷子
的病情比较严重，不光有高血
压、高血糖，而且前几年患了脑
血管病，有时候会犯糊涂。”

“大爷，今天的血糖和血压
都还可以，你还得继续保持，多
活动。”检查结束之后，冯燕一
边在病历上记录检查结果，一
边叮嘱老太太每天晚上坚持给
老爷子数脉搏，随后把老人病
历装进自己随身带的包里。“老
人的病历我们都直接放在服务
站，到时候他们有啥情况我们
随时都能翻阅。”

刘德义家只是甸柳一居
500多户已经签约的居民之一。
“我们服务站是去年7月正式建
成，隶属于历下区人民医院，9
月份开始推行家庭医生。半年
的时间，现在已经签约500多
户。”甸柳一居社区卫生服务站
站长李利华告诉记者，其实一
开始推行工作开展得并不顺
利。“居民跟我们不熟悉，不知
道家庭医生能干啥，我们刚开
始给居民发过宣传材料，效果
寥寥。”

后来，李利华联系了甸柳
一居居委会主任陈叶翠，把家
庭医生的理念介绍给她。“我当
时就说，这事太好了，我们居委
会帮你们推广。”陈叶翠说，甸
柳一居60岁以上的老人有1700
多人，其中不少都是孩子不在
身边的空巢老人，还有的是行
动不便的重疾老人，出门看病
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难题，如
果能有医生到家里给他们看
病，那就解决了大难题。

“我们把社区居民请到居
委会，让李主任给他们讲家庭
医生能干什么，大家都很感兴
趣，很多居民当场就签了协
议。”陈叶翠告诉记者，随后她
安排楼长带领服务站的医护人
员去居民家里，很多行动不便
的老人看到医生来到家里看
病，高兴得都掉泪了。

协议书上有医生手机号
居民心里很踏实

甸柳一居居民席长清兄妹
是有名的孝子，家里老父老母
都瘫痪在床，三个孩子照顾得

当，老人的身体状态一直不错。
“我们只能是尽心照顾，可是有
些时候也真是不大懂应该怎么
照顾，以前就向有经验的人打
听打听，有时候趁着老人看病
问问医生护士。”席长清说。

自从签了家庭医生冯燕，
席长清说他觉得像是家里有了
个医生朋友，想打听点啥事太
方便了。“冯医生第一次来家里
的时候，就指出我给父亲吃得
太少了。”席长清告诉记者，父
亲自从突然因脑血管病卧床之
后就一直通过胃管进食，因为
考虑到老人的消化能力，所以
不敢多喂。“冯医生给我父亲制
定了一个用餐量，还一一解答
了我们在照料过程中的一些困
惑。”席长清说，自从听了冯医
生的建议，老爷子都长肉了，精
神也比以前更好。

“冯医生说只要有问题，无
论什么时间都可以给她打电
话。”席长清告诉记者，他家的
家庭医生协议书上有冯燕本人
的手机号码，这让他心里觉得
非常踏实。“今年2月份，母亲突
然腰疼得厉害，我赶紧给冯医
生打了电话，冯医生马上就来
到家里给母亲做了热疗，真的
是及时又方便。”

与席长清的情况不同，居
民李颖家老人孩子都很健康。

“我签的家庭医生是于亮医生，
我家平时没啥大事，但是如果
孩子老人有个头疼脑热，我会
打电话咨询于医生买哪种感冒
药合适，”李颖告诉记者，现在
她就把于医生当成一个朋友，
有点健康方面的事都随时打电
话咨询，于医生也都非常耐心
地解答。

李利华介绍，服务站将签
约家庭医生的居民分为健康
和非健康两种，非健康居民又
分为低危、中危和高危三档。

“针对不同的居民，我们实行
不同的服务模式。”李利华解
释说，针对健康居民和非健康
低危居民，家庭医生主要提供
健康生活指导，而对非健康中
危和高危居民，家庭医生就要
做到常联络、常入户，实时掌
握居民病情。

“我们所有的家庭医生协
议书上都写着医生的手机号
码，居民可以随时拨打咨询。”

李利华认为，只有医生变成居
民的朋友，医生才算真正走进
了居民的家，才能真正称得上
是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负责基础医疗
医院提供专业后勤保障

5日上午，李利华跟历下区
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联系，希
望他能到社区一个居民家里出
诊。“这位居民一直有心脏病，
常年服药，今天上午打电话说
这几天一直有些胸闷，我刚刚
去家里看了一下，觉得没大有
把握，所以请医院里的专家来
看看。”李利华说，历下区人民
医院作为服务站的主管单位，
也是家庭医生重要的专业保
障。“医务科专门成立了慢病专
家团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就
可以协调专家到社区居民家里
问诊。”

“我们在推行家庭医生的
时候定位他们为家庭的健康
宣教员和管理员，还有就医指
导员。”历下区人民医院院长
王辉说，对于比较简单的疾病
和处于稳定状态的慢病，家庭
医生就能处理，但是如果遇到
比较复杂的疾病，那么医院可
以根据服务站的需要，把各个
科室的专家派到服务站，派到
居民家里去。“如果是比较复
杂的疾病需要去医院就诊，那
么家庭医生就要提供就医指
导，告诉居民应该挂哪个科
室，大体需要做什么检查，降
低居民的就医成本，也能提高
医院的效率。”

王辉告诉记者，目前历下
区人民医院在全区一共有9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我们在甸柳
一居推行家庭医生，其实也是
一种摸索，希望摸索出一个良
好的模式，在其他地方复制推
广。”王辉坦言，家庭医生的概
念已经推了好多年，很多居民
都不陌生，但是如何将内涵丰
富起来，让居民感受到实惠，这
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的设想
是，通过在社区推广和运行，能
形成一个家庭医生签约到分级
诊疗到双向转诊的一个健康完
整的医疗模式，让更多的居民
在生活中养成健康习惯，在社
区解决小的疾病。”

最近，济南甸柳
一居很多居民都跟社
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
签订了协议书，有了
自己的家庭医生。从
去医院看病难到医生
进家看病，甸柳一居
居民尤其是很多行动
不便的老年居民切实
感受到了家庭医生带
来的便利。

冯燕（右一）正在

居民家里问诊。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甸柳一居社区卫生服务站家庭医生签约团队。甸柳一居社区卫生服务站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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