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签约居民

记者观察

家庭医生

应对

“为了缓解家庭医生的
缺口问题， 长沙市正在着手
建设一个包括培训中心、临
床基地、 社区基地在内的全
科医生培训体系， 今后计划
每年培养300名全科医师。”
长沙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年长沙市将继续在签

约家庭医生方面做好服务和
推广工作。 将通过给予家庭
医生团队一定比例的医院专
家号、预约挂号、预留床位等
方式， 方便签约居民优先就
诊和住院。 二级以上医院的
全科医学科或指定科室对接
家庭医生转诊服务， 要为转

诊患者建立绿色转诊通道。
另外，对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就诊、病情较稳定的慢性
病签约居民，在治疗用药上给
予政策倾斜，实施一次可开具
治疗性药物1至2个月的长处
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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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换药还是取药，
只要一个电话，医生就送上门
来了。”过去的一年，家住长沙
市雨花区侯家塘社区的吴强
保觉得自己享受了实实在在
的贵宾待遇。而他，只是长沙
一个签约了家庭医生的“平头
百姓”，他的“贵宾卡”就是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了家
庭医生服务。

一年前，吴强保因为车祸
做了髋关节手术，后在家进行
术后恢复。 由于行动不便，吴
强保只能通过电话求助家庭
医生。“医生按照事先约定的
时间， 拿着药箱过来换药，还
会叮嘱一些恢复期间需要注
意的事项。”老吴表示，起初担
心医生的“贴心”服务持续不
了多久，后来的实际行动打消
了他的顾虑。

“喂，陈医生吗？我老伴的
血压又高了， 呼吸有点不畅。
您能不能过来看看？”2月28
日，长沙白沙井社区的江春明
老人当着记者的面给签约医
生打了电话。 不到十分钟，她
的家庭医生就到了。 测血压、
诊疗、开药……大医院能做的
一项不落地在家里就完成了。

“老头子下肢瘫痪，儿女
又不在身边， 就怕他生病，每
天都提心吊胆。”江春明说，签
约家庭医生后，有事就拨打联
系卡上的电话，家庭医生一呼
即到。

作为最早的一批“签约”居
民， 江春明表示，“家庭医生真
的很方便，很贴心，但随着签约
的人越来越多， 有时遇到诊疗
高峰， 如逢年过节或者气温大
幅度波动， 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还是会遇到‘卡壳’的情况。”

门槛高待遇低还很忙，家庭医生缺口大
推行一年，长沙超50万居民签约接受服务 卫计委建全科医生培训体系，每年培养300名补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手不
足，是因为招不到人。由于社区医
生待遇低、职业晋升通道受限，很
多医生不愿到社区来。”长沙国晖
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成认为， 政府
推行家庭医生制度， 还要考虑基
层全科医生的权益， 建立相应的
激励机制。

部分年轻人则认为， 家庭签
约医生服务注重的是“基础保
障”，在社区首诊时才能发挥些作
用。 今后能不能增加更具个性化
的全科医疗服务，如减肥瘦身、亚
健康管理等。

还有一些受访者认为， 要让
居民相信家庭医生的水平， 应效
仿教育“大学区”，实行“大医区”，
划分某一区域的大医院带动周边
的社区医院，实行“医区化管理”，
不但社区卫生医院与居民实行契
约式服务， 大医院也可以与社区
医院实行契约式服务， 大医院对
家庭医生进行定期培训与管理，
患有大病的居民可以通过家庭医
生联系相关的大医院，大医院、社
区医院、 居民三者之间形成一种
“上传下达”的契约关系。这样的
话，“看病难”也就不是问题了。

“家庭医生签约式服
务”，是指居民自愿“签下”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某个
医生作为自己的“家庭医
生”，“家庭医生” 为其提供
上门看病和送药等专属医
疗服务。

作为缓解老百姓看病
难的一项民生工程，长沙市
自2016年开始在各大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面推行“家
庭医生签约式服务”， 截止
到目前，全市已经有超过50
万人与社区医生签约。

全面推行实施一年，这
种模式在长沙运行得如何？
它给老百姓就医带来哪些
变化？近日，三湘都市报记
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记者 刘璋景

侯家塘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是2016年全市签约人数较
多的社区医院，目前与4000多
位辖区居民签订了服务协议。
医院成立了10个全科医生服
务团队，每个团队分别配置一
名医生、护士和卫生专干。

3月1日上午9点，记者随
该中心全科医生刘钧一道，
为60岁的社区居民何伯香做
上门检查。“何阿姨， 近期的
饮食要清淡一点……” 刘钧
一边熟练地量血压、测血糖，
一边叮嘱她注意事项。 在此
期间， 刘钧包里的手机一直
响个不停， 社区里一位尿潴

留患者需要导尿。 来不及多
想，刘钧迅速“集合”自己的
团队成员赶了过去。 回到社
区医院，时间已过12点，匆匆
吃过午饭， 刘钧的电话再次
响起， 一位社区老人眼睛发
花，她必须马上赶过去。

然而， 这并非刘钧一天
工作的全部内容，根据安排，
除了预约上门服务， 医生当
天还要进行20多个电话随
访， 同时完善所服务居民的
电子健康档案。

“现在签约家庭医生的
居民猛增， 有时候忙得都不
敢喝水、怕上厕所。”刘钧介

绍，一个全科医生所服务的对
象是1000人以上的社区居民，
而且数量会越来越多。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 应对
签约医生人手方面的紧张，部
分社区医院根据医生各自的特
长分工合作。 一位全科医生告
诉记者，在签约居民中，有一半
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这些人
每3个月会做一次评估，病情稳
定的只要常规治疗， 由护士完
成即可， 而控制不好的纳入强
化治疗，由医生重点管理。其中
行动不便的一个月2次上门测
血糖和血压， 能自由行动的电
话随访，提醒他们来门诊检查。

签约家庭医生对方便居
民就医的作用显而易见。“虽
然平时没生病， 但是家里得
心血管病的比较多， 签约医
生会教一些预防知识， 平时
家里人也乐意讨教这些健康
问题。”四方坪社区居民王明
认为，现在看小病方便了，长
期以往得大病的几率也会降
下来。

不过， 在社区医生签约
服务“叫好又叫座”的同时，
签约医生“缺人”的问题随之
而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呢？ 侯家塘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刘红亮介绍， 一名合
格的家庭签约医生， 首先至
少是有资质的全科医生。根
据国际惯例的服务标准，一
个家庭医生对应服务2000个
居民， 以长沙市当前的常住
人口计算， 家庭医生的保底
数应该在3500人以上， 而截
止到目前全市家庭签约医生
不到1500人，缺口近六成。

门槛高待遇低， 是家庭
签约医生缺乏的主要原因。

刘红亮告诉记者，在长沙，
做一名家庭医生，至少要5年医
学本科以上学历， 经过600学
时的远程理论培训和3～6个月

的实践培训，最后考取专业上岗
证， 工作之后还要不断晋级；同
时，面对24小时“叫诊”，要有高
度的耐心和热心。

然而，与付出相比，家庭
签约医生的待遇并不高。记者
在采访中看到，当前长沙绝大
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生
的月收在5000元以内，在个别
签约率不高、门诊量小的卫生
服务站甚至只有3000余元，这
与公立大医院和民营医院医
生的收入相比有明显差距。工
作辛苦，待遇又低，因此许多
年轻医生就业时都不会选择
做家庭医生。

建议

“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是
指居民群众以家庭为单位与社
区医生签订服务协议，按照协议
可享有在不便出门就医的情况
下预约家庭医生上门问诊，在约
定时段至签约医生处就诊，享受
优先就诊、优先转诊及报销优惠
等一系列便利就医的服务形式。

根据长沙市政府下发的相
关规定，凡户口在长沙或在长沙
居住两年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到
辖区所在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凭有效证件，
自主选择1个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与之签订合约。

协议签订后，除了享受医生
的上门服务外，社区医院还将免
费建立家庭及个人健康档案，全
程监护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提
供免费挂号、检查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必须
为合约户提供免费送药服务，所
有药品实施平价销售，实施200种
零差率药品销售， 注射类药品、
输液费、留观、床位费、注射费、
材料费严格按照市级医院药品
价格实施8折优惠。

免费为合约户提供向上级
医院双向会诊， 组织专家会诊，
并帮助联系转检、转诊医院电话
预约门诊节约治疗费用、预约床
位等服务。

建立激励机制
及“大医区”契约关系

链接

什么是
“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

长沙将建全科医生培训体系

门槛高待遇低，全科医生缺口大

签约居民猛增，工作繁忙人手紧

家庭医生一呼即到，
诊疗高峰期会“卡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