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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本市人口预期寿命超83岁
依据《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

事业监测统计调查制度》统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全市户籍
人口1449.98万人，其中：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457.79 万人，占总人口
的 31.6％；比上年增加了 21.84 万
人，增长5.0％；65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 299.03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20.6％ ；70 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188.62 万人，占总人口的 13.0％；
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79.66万
人 ，占 60 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的
17.4％，占总人口的5.5％。

报告显示，本市人口预期寿命
再创新高。2016年，本市人口预期
寿命超过83岁，其中女性较去年增
加 0.52 岁，为 85.61 岁；男性增加
0.36岁。上海户籍人口的平均预期
寿命不仅遥遥领先于全国 2015 年
的76.1岁，而且紧追全球最高的人
均预期寿命国家日本的83.7岁和瑞
士的83.4岁。

近六成愿买上门养老服务
昨天的发布会上，还发布了全国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
样调查”上海地区调查和上海市老龄
科学研究中心和交大舆情研究实验
室开展的“上海市老年人养老意愿调
查”的调查结果。

数据显示，有意愿购买上门养老
服务的老年人占58.0%。未购买过，
但未来会考虑购买的老年人占比
50.9%。老年人对上门服务中的医疗
服务和家政服务需求最高，占比分别
是67.3%和66.6%，其次是选择护理保
健（54.1%）和送餐服务（44.1%），还有
25.6%的受访老年人认为“陪同聊天
或心理咨询”也应该是上门服务要包
含的项目。

对“异地养老”的意愿并不高
调查显示，71.7%的老年人是为

减轻子女等家庭成员负担而选择入
住养老机构，63.3%的老年人是为获
得及时的护理和医疗援助，39.8%是
为休闲娱乐活动更丰富，36.7%是为
与同龄人一起容易沟通，31.9%是考
虑在家没人照顾。

调查显示，收费标准是老年人
最看重的首要因素，食宿条件和生
活设施，医疗与保健、服务质量和态
度、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地理位置、
入住人员构成等也是老年人关注的
主要因素。

调查还显示，上海老年人对于
“异地养老”的意愿并不高。调查显
示，68.4%的老年人表示“不会选择异
地养老”；29.4%的老年人表示“会短
期异地养老”，但只有2.2%的受访者
选择“会终身异地养老”。江苏、浙江
是上海老年人选择异地养老的主要
地区。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今年71岁的李锋老先生
住在闵行区龙柏社区，患有高血压和
冠心病需要长期服药，从2016年初签
约家庭医生2.0版，医疗费比之前在三
级医院一年算下来可以省下1628元。

和李老先生一样，在上海，家庭
医生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越来越多
的社区居民从中受益。据最新统计，
上海市签约居民已达到1027万人，
以家庭医生为基础的分级诊疗制度，
使得老百姓小病不出社区，大病“直
通”专家专科，家庭医生真正成为社
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卫计委获悉，
今年全市将社区卫生综合改革推广
到全市所有社区。加强对签约居民
的健康管理，落实国家要求的签约覆
盖率30%、重点人群（老年人、慢性病
患者、儿童）签约覆盖率60%的目标。

2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正式启动“1+1+1”签约

2011年，上海率先启动家庭医
生制度构建以来，已覆盖全市所有社
区，签约居民超过1000万人。据上
海社会调查研究中心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受访居民对家庭医生制度的知
晓率达到88%，92.1%的居民表示找
家庭医生就诊方便，对家庭医生服务
态度与服务效果的满意度分别达到
95.5%和89.1%。

2015年底，上海试点推出了“家庭
医生2.0版”，又开展新一轮社区卫生服
务综合改革，构建了分级诊疗制度。

据介绍，上海“家庭医生2.0版”
探索的“1+1+1”签约服务中，居民
可以通过家庭医生自愿选择一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家区级医疗机
构、一家市级医疗机构签约，只要选
择家庭医生就诊或通过家庭医生转
诊，就享有上级医院专科优先预约就
诊、慢病长处方、延伸处方、住院转诊
可走绿色通道等“大礼包”。对于老

人和慢性病患者来说，这意味着减少
去大医院排队的辛苦奔波，又能降低
药费支出。

李峰老先生给自己算了一笔账，
以往去三甲医院配药，三种药物一个
月加起来需要花费511.2元，自付比
例30%，他要拿出153.36元，但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由于“药品零加成”
的实施和医保报销比例不同，三种药
物总价只要 416.97 元，自付比例
10%，他仅仅需要拿出 41.7 元即
可。 李锋告诉记者，一年可节省
1628元，再加上老伴，两个人每年可
以总共省下3600多元。

今年上半年，“1+1+1”签约就
要在上海全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展开，家庭医生制度正在迅速改变
着上海人的就医习惯。

目前，全市已有215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正式启动了“1+1+1”签
约。2016年，签约居民年内门诊就
诊接近80%发生在“1+1+1”签约医
疗机构组合内，超过70%发生在全市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约60%发生在
其签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已开延伸处方24.2万张

上海“家庭医生2.0版”中，只要
签约“1+1+1”就可以享有延伸处方
等“大礼包”。

所谓延伸处方，就是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没有的药物，家庭医生可以
延续大医院处方，将药品通过专业物
流配送到社区卫生服务站点，一次配
药量可以从1—2周提高到1—2个
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诊查费减
免，药品全部实行零差率供应，医保
报销比例更高，患有多种慢性病的老
人每月少支出几十元至上百元药费。

马陆镇居民闵友祥老先生就是
其中一位受益者。闵老伯有十余年
的慢性支气管炎病史，平时使用噻托
溴铵喷雾剂进行治疗。原先，闵老先
生每个月都要前往上海肺科医院才

能配到这个药，每次奔波几十公里。
家庭医生翁立立评估确定其病情稳
定后，通过向社区服务中心提交药品
申购单，闵老先生成功拿到了噻托溴
铵喷雾剂。

据悉，截至今年3月15日，全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开具“延伸处
方”24.2万张。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门诊诊查费减免与药品零差率政
策，“延伸处方”药品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开具，居民门诊平均每次自付平
均可减少7.03元。

部分大医院划出一半
专家门诊号源给社区

长期以来，由于就医习惯等因
素，患者不信任基层医院，且在医疗
机构间转诊难。上海将家庭医生制
度作为构建分级诊疗体系的重要突
破口，通过政策引导与优质服务，吸
引签约居民在社区首诊。家庭医生
制度，正在成为撬动分级诊疗的重要
推动力。

为了让市民对社区医院有更多
的信任，目前本市搭建市级优先预约
号源平台，接入35家市级医院，7700
余名专科医生，每天有超过1万个号
源优先预留给家庭医生，实现签约居
民优先转诊。

各区依托区中心医院或市级医
院统一组建起影像、检验、心电诊断
中心，患者在社区拍片、抽血、做心电
图，一样由名医读片、做检验报告；全
市已有41家三级医院牵头的医疗联
合体，其临床主治医师会定期到基层
医疗机构工作，病患转诊也有对接制
度。医疗资源下沉、共享，让基层获
得了技术支撑。

市民徐建华是名高血压患者，一
次，他的家庭医生徐月琴给他测血压
的同时，进行了心脏听诊，发现他有
室早二联率，当下就建议他前往上级
医院就诊，在徐医生再三催促下，患
者去了嘉定区中心医院，发现是急性
心梗，立即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上海已有1027万名居民签约家庭医生
全市2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启动“1+1+1”签约

上海地区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发布

本市人口预期寿命超83岁创新高
昨天，市民政局、市老龄办、市统计局

联合召开信息发布会，发布了最新统计的
本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发展信息。同
时，发布了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
况抽样调查（上海地区）”、“上海市老年人
养老意愿调查”和“上海社区老年人中医特
色医养服务需求调研”等调查数据相关信
息。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上海已有一千多万名居民签约家庭医生。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