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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一对一”守护居民健康
从全科医生到家庭医生式服务，北京社区卫生服务为居民提供更科学、便捷的医疗服务模式

6月12日上午，一位老人刚踏入东
城区海运仓社区服务站，就高声叫嚷
起来，引得就诊的患者纷纷侧目。

服务站站长马佳微笑着迎上去，几
句话她就明白了，原来老人的儿子是“老
病号”熊健，熊健刚病倒，熊母也患上了白
内障，熊父为家人病情着急，才嚷嚷起来。

马佳一边安慰熊父，一边办理熊健
的转诊手续，还顺手记下带熊母去同仁
堂眼科挂号的计划。当她把平静下来
的熊父送出大门时，前后共花了5分钟。

“我们有健康档案，也熟悉患者，所以才这么顺利。”马佳说。
这是马佳和全科医生团队每天的工作，为海运仓和北新仓两

个社区一万余位居民提供“家庭医生式服务”：包括24小时电话健
康咨询和分类指导服务，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还提供上门服务。

目前，北京市有4000名全科医生，在全市300多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及1900多个卫生服务站开展了“家庭医生式服务”。

北京卫生局提出的目标是，2012年底“家庭医生式服务”将在北
京市全面普及。一个“家庭医生式服务”团队最多签约家庭不超过
600户。所有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居民都可享受服务，没有户籍限制。

2006 年，海运仓社区服
务站成为提供家庭医生式
服务的试点。

“我们可以给您免费建
一个健康档案，提供健康咨
询和上门服务。”马佳和同
事们每天主动拿出《北京市
家庭医生式服务致居民的
一封信》，向居民耐心讲解：
只要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就
能签约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里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一个“家庭医生”团队，
通常由一名全科医生、一名
社区护士和一名预防保健
人员组成，他们的工作各有
侧重，相互配合。

一旦签约，居民享受到
“健康状况早了解”、“贴心
服务我上门”等五类个性化

服务和优惠措施。
甄冬云是北太平庄社

区医院卫生服务中心的一
名管理者，她介绍了其所在
中心家庭医生团队为每个
患者提供的标准化服务。

“我们为患者建立疾病
档案，对社区常见的 4 种慢
性病患者 3个月进行一次随
访，就算见不到患者，也会
进行电话随访。”甄冬云说。

北太平庄社区 80 多岁
的老大娘葛丽芬，自从签约
后，除了接受常规检查外，
还接到安世英医生的电话，
指导她的饮食和身体锻炼。

葛丽芬以前觉得“家庭
医生”是“上家里来看病”，
但签约后，她发现，“还教人
健康生活。”

葛大娘的感悟也是北
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
心副主任张向东努力传播
的理念：除了对社区居民常
见慢性疾病的诊治，家庭医
生还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张向东对此形象地解
释：“我们的身体，拿车做比
喻，大医院是大修厂，社区
医院的家庭医生式服务，就
是负责日常养护的4S店。”

在张向东看来，“日常养
护”主要分两方面内容：一是
疾病预防，北太平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监控定期给葛大
娘量血压，并宣传健康知识，
提供的就是这方面的服务；
二是分层医疗，核心是转诊
制，就是将大病转到大医院，
小病留在社区治疗。

社区医院：健康养护4S店
张向东看来，家庭医生

式服务其实也是社区卫生、
全科医生发展的方向之一。

1997年，北京市就启动
了社区“全科医生”试点，着
力打造“小病在社区，大病
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
医转诊模式，至今已15年。

甄冬云那时是北太平
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
普通医生：“也会上病人家进
行简单诊治，单纯是治疗，没
有什么健康管理概念。”

直到 1999 年，卫生部
颁发《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试行办法》，北京市开始启
动全科医生培训工作，甄冬
云搭上首班车，2001 年拿
到第一批全科医生上岗证。

“当时是个新鲜事物，

没多少全科医生。”甄冬云
回忆。但到 2005 年底，这
个群体扩大到4000多名。

2006 年，卫生部启动
全科医师培训基地的评审
和认定，这一年北京市也加
快了全科医师发展，张向东
介绍，2006 年到 2008 年，北
京市政府投入 30 亿资金对
社区卫生体系进行了设施
和人员的标准化配置。

甄冬云就是在这一时
期接受了长达 16 个月的全
科医师培训，她穿梭在北医
三院、急救中心等各个科
室，上课，也跟随老师出诊。

家庭医生式服务就是
在全科医生发展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2011 年 4 月，
北京市卫生局下发“北京市

社区卫生家庭医生式服务
工作方案”，部分全科医师们
开始提供家庭医生式服务。

为促进医疗资源合理
流动，北京医改方案中提出

“家庭医生式服务进社区”。
张向东说，希望通过家

庭医生一对一式的服务，鼓
励居民遇到感冒等小病不
再去大医院排队挂号，而是
通过社区医生拿药治疗；慢
性病患者在社区接受全科
医生疾病管理和健康指导。

数据显示，2011 年，北
京 16 个区县启动家庭医生
式服务工作，至2012年3月
底，北京市共建立社区卫生
服务团队 3180 个，家庭医
生式服务累计签约 79 万
户，共161万人。

全科医生：解决小病在社区

预约转诊：绿色通道不排队
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向定点医院转诊非常便捷。
6 月 12 日，熊健需要转到专
科医院，马佳从核实信息，到
在电脑上完成转诊，为熊健
预约下床位，不过几分钟。

有些社区居民平时并
不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
诊，但需要去大医院挂号
时，会找马佳，希望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挂个预约号。

每当这个时候，马佳会
耐心地解释，定向转诊预约
并不意味着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是大医院的挂号室。

“除了熊健这样的老转
诊病号无需太多诊治，大多

数病人在判断是否达到转
诊的条件时，特别考验大
夫，但全科医生应当具备这
样的功力”。马佳说。

马佳曾遇到一个病例，
老人称头晕不适、肢麻。检
查后，马佳和对口的北京东
直门中医院取得联系，达成
转诊意见后，只填写了一张
申请单，就转诊了。

通过详细检查，这名病
人被确诊为“腔隙性脑梗
塞”，住进了医院。因转诊
及时，并未留下后遗症。

早在 2007 年，北京城八
区所有二、三级医院都要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与对口支

援的社区医院签订《对口支
援任务书》，建立双向转诊
制和绿色通道。

自从实行预约转诊以
来，前来北太平庄社区医院
卫生服务中心就医的居民，
一旦进入转诊的绿色通道，
卫生服务中心能保证这些
患者一周之内预约就诊。

居民拿着绿色转诊单
前往北医三院等，不用排队
等候，直接到挂号处报上自
己的名字，即可就诊。

“一些热门科室很难挂
号，可是从社区转来，只需
要 5分钟的时间就把事情办
妥了。”甄冬云说。

提供家庭医生式服务
后，社区医生和居民建立起
了“健康管理”的契约，医生
的担子更重了，但和社区居
民关系也更亲密了。

骑着小电驴穿梭在北
太平庄一带，一路上总有人
招呼安世英：“安大夫上哪
儿去？这天热的，得注意。”

在安世英做社区医生
30多年的生涯中，和患者关
系一直很好；当提供家庭医
生式服务后，医生和居民建
立起了“健康管理”契约，安
世英觉得担子更重了，但和
社区居民关系也更亲密了。

去年，他曾去一位居民

家看诊，对方送他一袋儿老
家捎来的花生，他找了个借
口，说不方便搬走，婉拒
了。第二次复诊时，他发现
花生被剥了壳儿，变成了一
小袋儿花生米。

这些让他觉得，家庭医
生式服务的“人情味”很浓，
这种吸引力让他愿意每天
跑上20多家。

现在安世英现在能一
口气说出签约对象的姓名、
电话、家庭住址、具体情况，
一旦接到居民求助电话，他
最后的结束语总是：“你等
着，我马上过来。”

去年除夕的晚上，葛丽

芬大娘的老伴尿管没法导
尿，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打电
话向安世英求助。一两个
小时后，家住回龙观的安世
英开车来到葛丽芬的家中。

因为对社区居民们的
了解和帮助，安世英在社区
里颇有威望，有时候居民的
家庭矛盾也会请他去调解。

马佳也常常感受到这
项工作的特别之处，在她看
来，家庭医生式服务的模
式，从情感上拉近了医患双
方的距离，建立了朋友般的
情谊。在医患矛盾频频被
提及的今天，社区医院更像
是一处“缓冲地带”。

家庭医生：居民健康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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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一批 引进
适合北京社区卫生服务
工作需要的本科以上毕
业生；

●出来一批 面向
所有农村地区开展订单
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
作、培养 10名社区卫生首
席专家、100 名社区卫生
学科带头人、1000 名社区

卫生业务骨干；
●回来一批 探索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
延迟退休政策；

●下来一批 二、三
级医院卫生技术人员在
晋升中级职称前，到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对
口支援，每人每年不少
于 30 天。

北京经验

北京表情

1999年6月
北京市启

动 了“ 全 科 医
学培训工程”，
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全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

2001年
经过两

年严格的规范
化培训和综合
考 试 ，北 京 市
首届全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班
的首批 31 名学
员正式结业并
接受了证书。

2003年
北京市已

有 107 名 经 过
规范化培训的
全科医师走上
工作岗位。

2005年底
北京已经

有 5620 名医生
取得了全科医
生上岗资格。

2011年4月
北京市全

面开展家庭医
生式服务

2012年
全 市 有 1

万多名全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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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档案

昨日，海运仓社区服务站站长马佳在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为满足开展家庭医生式服务工作的需求，北京
市通过“四个一批”来加快补充社区卫生服务人员。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北京报道

近年来，北京社区卫
生服务能力不断加强，社
区“24小时全天候服务”已
在城区全面推广，家庭医
生式服务模式也得到全面
推行，令居民们获得更多
更优质的社区医疗服务。

为了方便百姓就近看
病，北京还对全市10个远
郊区县的 2301 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含899个村
卫生室)及城区680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站进行了标
准化建设，实现了社区卫
生服务城乡全覆盖。

北京的基层就诊人次
的比例也随之逐年上涨，
已经从2006年的5%，提高
到 2011 年的 42%，大大分
流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

●

基层就诊逐年涨

2010年1月20日，玉渊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
精神病患者在精神康复活动站内接受手语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