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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浦区殷行社区市民健康健
身中心的智慧健康小屋，朱老伯跟随
家庭医生林玲，刷一刷身份证，自测
了健康指标，并进行了血压心跳、血
糖、心电图、体脂等指标测量。不一
会，检查报告出炉，报告同时为老伯
列出饮食清淡等健康处方。

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崔
明告诉记者，智慧健康小屋整合了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自检设备、体质
监测站等各方资源，成为居民健康自
检、自我健康管理、以及获得健康教育
与早期干预的渠道。除了健康指标监
测，智慧健康小屋同时涵盖体质监测。

除了杨浦区殷行社区市民健康
健身中心，普陀区长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枣阳社区卫生服务站也是上海
首批标准化智慧小屋。市民进行健
康监测后，数据实时传输到手机端

“上海健康云”，居民可以自己进行健
康管理。

记者了解到，智慧健康小屋是
充分整合各类社区健康服务资源，
以街镇为单位设置的居民健康自检

自评与自我管理的场所，是居民健
康自检的载体、获得居民健康指导
的渠道，是居民自我管理的平台，也
是居民健康信息汇集的环节。作为
市卫健委、市体育局联合开展的实
事项目，未来智慧健康小屋还将结
合群众体育，开展科学运动处方、马
拉松体检等多个项目，让上海市民
生活得更加健康。

今年，本市80家首批标准化智慧
健康小屋建设已列入市政府实事项
目。市卫生健康委会同市体育局已召
开全市推进会，印发了智慧健康小屋
建设实施方案、建设标准与信息化标
准，下发了统一自评量表与健康处方，
面向全市征集了智慧健康小屋标识，
建立了各区建设进度月报制度。

据悉，7月起，各智慧健康小屋将
陆续建成面向市民开放，年底前全面
建成。到2021年基本实现每个街镇
至少有一家标准化智慧健康小屋，逐
步从居住社区延伸至学校、企事业单
位、楼宇等功能社区，并通过智慧健
康设备延伸至居民家中。

为了持续提升基层儿科诊疗服
务能力，本市持续增加基层儿科服务
供给。据悉，目前提供儿童常见病、
多发病诊疗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从84家增加到111家。本市还推
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门诊标准
化建设，做到药品配置标准化、诊室
配置标准化、儿科培训同质化。推进
综合医院标准化示范儿科门急诊建
设，首批28家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在深化儿科医联体建设中，本市
推进的“东南西北中”五大区域儿科
医联体有效运行，医联体牵头医院签

约医疗机构284家，通过派驻专业管
理人员、临床带教、适宜技术推广、质
量控制、进修培训、人才柔性流动、增
加专家号源等多种方式，促进儿科优
质资源纵向延伸。深化全科医生儿
科能力专项培训项目，培训人数由
1459人增至1820人。

截至目前，与家庭医生签约的0-
6岁儿童从18.4万名增至32.1万名
（增加了13.7万名），家庭医生团队通
过健康管理、预约转诊、双向转诊、危
急重症转运绿色通道等工作，为儿童
提供连续、全面、针对性的健康服务。

同时，上海在全国率先整体开展
安宁疗护服务。截至2018年底，本
市共有200余家医疗机构获得开展
安宁疗护服务的许可，共有机构床位
900余张，居家床位700余张，累计服
务临终患者2.87万人次。

上海作为全国唯一的安宁疗护
试点城市，将加快安宁疗护服务发
展，提高临终患者生命质量。到2020
年，在本市所有社区开展安宁疗护服

务，安宁疗护服务纳入本市社区健康
服务清单基本项目，依托本市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二三级医疗机构、护
理院、医养结合机构等资源，整合政
府与社会资源，全面推广机构、社区
与居家相衔接的安宁疗护服务，构建
覆盖本市所有社区的安宁疗护服务
网络，基本形成主体多元、功能健全、
模式多样、服务规范的安宁疗护服务
体系。

刷一下医保卡或者身份证，就能知道身体健康状况！

本市今年将建80家智慧健康小屋
刷一刷医保卡或身份证，在家门口就能对自己健康状

况有个初步了解，所有的数据还会实时传到家庭医生，录
入健康档案。家住杨浦的朱老伯惊喜地发现，杨浦区殷行
社区市民健康健身中心变身成了一个智慧健康小屋。

据悉，从今年7月起，各智慧健康小屋将陆续建成面
向市民开放，年底前全面建成；而到2021年基本实现每个
街镇至少有一家标准化智慧健康小屋。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市卫生健康委党组黄红
书记、吴乾渝巡视员带领相关部门负
责人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社区居民对
卫生健康服务的期盼，寻找工作中的
短板与差距，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健
康。据悉，“一老一小”是当前本市卫
生健康服务的重点人群，近年来，本
市依托社区卫生服务平台，协同各类
服务资源，提供整合型的基层卫生服
务，力求满足老年人、儿童不同类型
健康需求。

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城市，维护
老年人群的健康始终是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的重点，上海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依托，以家庭医生为核心，通
过整合各类健康服务资源，积极探索
建立与上海超大型城市相匹配的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

在本轮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中，将医养结合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五大平台之一，全市246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101家分中心、724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1162个村卫生室
形成服务网络，全方位为老年居民提
供基本健康服务。六大类141项基

本服务项目中，69项主要服务对象为
老年人群，工作量占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总体工作量的比重达到57%。

目前，全市现有全科医生 8700
名（达到每万人口3.59人），建立5956
个家庭医生团队，为老年人提供针对
性健康管理、长处方、延伸处方、优先
预约转诊、家庭病床等健康服务。截
至2019年6月底，全市“1+1+1”签
约居民达到700万人，其中60岁以上
老人376万人。

为加强对老人居家医疗服务，
2010年，本市发布实施《家庭病床服
务规范》，成为国内首个家庭病床地
方标准。为社区患者提供安全、规
范、连续、便捷的家庭病床服务，受到
社区居民和老年人的广泛认可。
2018年新建床位数5.4万张，全市共
开展家庭服务70万人次，主要服务
对象为60岁以上老年患者，占服务
总数的95.34%；主要建床病种为心血
管疾病、中风、老慢支等。

据悉，下一步本市将继续大力推
进家庭病床服务，构建家庭病床信息
化系统，配置智慧医疗系统、物联网
设备、远程互联网服务设备等。

到2021年，每个街镇至少有一家智慧健康小屋

居民健康管理

全市“1+1+1”签约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376万人

家庭医生团队

到2020年，在本市所有社区开展安宁疗护服务

安宁疗护服务

与家庭医生签约的0-6岁儿童，增至32.1万名

基层儿科服务

智慧健康小屋。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