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内沪上7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家庭医生

签约居民配药额外30种药可选 慢性病患者一次可开四周药

A04-05 焦点

自2013年起，在本市全面
推广家庭医生制度，到2020年
之前———

一是基本实现每个家庭与
一名家庭医生签约的目标；

二是以社区卫生诊断为基
础的健康管理服务得到全面开
展，居民在家庭医生处可以享
受到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服
务；

三是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调整的基础上，初步实现家庭
医生首诊、有序转诊与卫生经
费的有效管理，居民就诊、转诊
将更加顺畅，提高就医费用有
效利用。

2277名家庭医生
目前在服务本市374万居民

从2011年4月起，作为上海医改五
大基础性工程之一，上海市在长宁、闵
行等10个区率先启动了家庭医生制度
试点。共有13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
展了家庭医生制度构建。覆盖2277名家
庭医生，签约374万居民。其中，在长宁
区，已有家庭医生154名，覆盖了10个社
区卫生中心。同样，徐汇区的所有社区
卫生中心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数量
达到230名。

今年起，本市将全面推广家庭医生
制度，年内将有17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开展家庭医生制度建设，占全市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总量70%以上。年内上海
市还将制定《 家庭医生健康管理基本
规范》，要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签
约居民实施有针对的健康管理，重点要
了解与确定签约居民的主要健康状况
与需求，然后据此制定并实施有针对性
的健康干预与指导方案。

预约诊疗平台资源
将优先向家庭医生开放

另外，从今年起，市级医疗机构预
约诊疗平台资源要优先向家庭医生开
放，由家庭医生预约的患者能够享有优
先预约、优先就诊的便捷。

浦东、青浦继续开展新农合支付方
式改革，在充分总结的基础上，年内逐
步推广到其他郊区县。长宁区作为全国
全科医生（ 家庭医生）执业方式与服务
模式试点区，由市医保部门率先开展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

“ 到2020年之前，上海要基本建立
起目标明确、内容清晰、服务规范、政策
配套的家庭医生制度。”具体包括：基本
实现每个家庭与一名家庭医生签约的目
标；以社区卫生诊断为基础的健康管理
服务得到全面开展，居民在家庭医生处

可以享受到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服务；
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调整的基础上，初
步实现家庭医生首诊、有序转诊与卫生
经费的有效管理，居民就诊、转诊将更加
顺畅，提高就医费用有效利用。

签约家庭医生
患者可获七项优惠服务

“ 与家庭医生签约，相当于多了一
个‘ 医生朋友’和‘ 健康顾问’。遇到健
康问题了可以先找这个‘ 医生朋友’和

‘ 健康顾问’寻求帮助，将帮助签约居
民热心解答、出谋划策、直接提供服务
或者转往其他医疗机构。”市医改办主
任、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说，现阶段，居
民与家庭医生签约可享健康评估、健康
咨询、健康筛查等七项优惠服务。

由家庭医生对签约居民的健康状
况进行评估，制定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
方案，长期跟踪评价居民的健康状况，
并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服务；可通过预
约方式优先获得家庭医生门诊服务；可
通过家庭医生绿色转诊通道优先转诊
至上级医疗机构，帮助预约会诊专家，
提供医学背景资料，提高会诊效果。

可以利用家庭医生所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健康咨询热线、网络咨询平
台等多种途径，获得家庭医生健康咨询
服务；在家庭医生指导下，签约慢性病
居民可在一次配药量、配药种类上享有
更便捷的政策；对确有需求并符合要求
的签约居民，可优先建立家庭病床；对65

岁以上签约老人，可优先享有更多项目
的免费健康筛查，并由家庭医生根据筛
查结果制定并实施后续干预指导方案。

此外，上海还将建立与完善基于电
子病历的居民健康档案，逐步让上海每
一位居民都有一份动态更新的电子健康
档案。记者了解到，进一步开发家庭医生
对外信息化服务平台，居民就可以利用
信息化手段便捷地与家庭医生签约、预
约家庭医生服务、在线健康咨询等。

今年，全市17个区县均要
选择辖区内条件成熟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开展全面的制度建
设。据初步测算，年内将有17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家庭
医生制度建设，占全市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总量70%以上。而
到2020年前，上海将建立起较
完善的家庭医生制度，基本实
现每个家庭与一名家庭医生签
约的目标。

昨天下午，上海市政府新
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医改
办主任、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
介绍了上海最近制订的《 关于
本市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的
指导意见》有关情况。

今年本市将居民签约家庭
医生与获得更便捷卫生服务相
挂钩，在全市统一的七项签约
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各区县可
在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试点对签约慢性病居民在配药
流程上的简化，逐步推广诊疗
一次收费等举措。

本报记者 顾金华

“ 找家庭医生的目的，就是为了
配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常见病
的药。带孩子来社区医院，也是为了
接种疫苗。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状况，
或者生一些大病的话，我宁愿去大医
院，大医院更有保障，让人感觉放
心。” 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
李阿婆说。

据记者了解到，目前，许多家庭
中 只 有 老 人 会 愿 意 去 社 区 医 院 看
病，而年轻人因为对其缺乏信任，因
此 即 使 生 病 也 很 少 去 社 区 医 院 。谈
及不信任社区医院的原因集中在两
点：首先，家庭医生他们的水平怎么
样，会不会延 误 病 情 ？其 次 ，社 区 的
药品种很有限，大医院好的药根本
配不到。

他们有理论懂实践
背后还有强力支撑

家庭医生的水平到底如何？这一
直是社区居民最关心的问题，而如何
提高家庭医生的服务能力与水平也是
政府部门最关心的。上海在2006年即率
先开展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养，2010年
又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养，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养纳入其
中，并作为培养的重点。

“ 在上海，要成为一名家庭医生，
不仅需要接受大学院校的理论学习，
还需要在市级医疗机构临床教学基地
与社区教学基地接受实践培训，这样
就能从源头上保证家庭医生新鲜血液

的持续补充。”徐建光说。
对于在岗的家庭医生，上海每年

都开展家庭医生岗位能力培训，既包
括临床技能，也包括健康管理技能，
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教学基地，提高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医教研水平。每年，上
海市、区卫生行政部门都会选派优秀
的家庭医生骨干到国外进修，开阔视
野，学成归来后将先进理念与技术水
平带到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高
整体水平。

重要的是，家庭医生背后还有强
有力的支撑，一方面是二三级医疗机
构，这些机构不仅为家庭医生转诊提
供绿色通道，同时也定期派遣专家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提高家庭医生
甄别疑难杂症的能力。上海还积极推
进各区县建立区域诊断、影像中心，由
二三级医疗机构专家对社区检验、影
像检查统一出具报告，保证了结果的
有效性。

此外，上海正在制定一系列的技
术规范与标准，这些规范将成为家庭
医生开展服务的得力工具，将有效提
升家庭医生服务的规范性。

基本药物不缺
签约居民还能有额外30种药选择

大医院的药品种齐全，为什么到
了社区医院，可以选择的品种就变得
极其有限？

其实，从2011 年 起 ，上 海 在 所 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了基本药物
制度。为了保证市民的用药需求，在
国 家 统 一 307 种 基 本 药 品 目 录 的 基
础上，根据上海居民实际用药种类
与水平，上海制定了381种地方增补
目录，使上海基本药物目录的总量
达到688种。“ 这个数量上看 是 全 国
最多的，也是与实施基本药物之前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实际用药水平
相衔接的，覆盖了社区常见病、多发
病的诊疗需求。”徐建光说。日前，卫
生 部 公 布 了 新 一 版 的 基 药 目 录 ，在
此基础上上海的基本药品目录也会
进一步调整。

记者了解到，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过程中，中心
配备的药品会进行适时、及时的调整
和补充。“ 对于基本药物配备的补充和
调整，是以居民实际使用的需求为基
础的，也就是说，只要居民对某一种基
本药物确实有需求的，而且也没有其
他药品可以替代的，那么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就应立即予以进货配备，满足
居民需求。”

因此，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药
是能够满足大部分居民的实际需求
的，但确实也有居民反映三级医院专
家开的药在社区配不到，这主要是因
为三级医院专家开的药大多是较高端
的，价格较高的，这是在社区基本药物
范围外的，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多
配备有同样疗效、价廉的替代药品，这
也是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定位

相一致的。
事实上，对 于 签 约 居 民 而 言 ，前

往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时 ，可 在 一 次
配 药 量 、配 药 种 类 上 享 有 更 便 捷 的
政 策 。比 如 ，在 接 受 家 庭 医 生 连 续
管 理 的 基 础 上 ，诊 断 明 确 、病 情 稳
定 、需 要 长 期 服 药 的 签 约 慢 性 病 患
者 可 一 次 开 具 二 到 四 周 的 药 量 ，更
加便捷。

“ 此外，我们将探索在688种基本
药品以外，再额外有30种自选药物空
间，更体现居民签约的优势。如果不签
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能有些药配
不到。如果签约了，医院就能解决这个
问题。通过家庭医生能有30种基本药物
外配备的确实需要的药品。所以，老百
姓以后不用再担心，到社区服务卫生
中心找签约的家庭医生会拿不到药。”
徐建光表示。

》政策目标

》卫生局回应市民困惑

不用担心他们的诊疗水平 不用担心在他们那里配不到好药

长宁区江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上门为居民服务。 本报记者 杨磊 摄

今年1月，本报调查了家庭
医生的生存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