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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海很早就进入了在线医疗
领域，本市先后推进互联网防疫服务、搭
建网上诊疗服务平台、全程医疗便民服
务等措施，促进在线医疗产业的发展；但
真正意义上迎来拐点式发展机遇，还是
此次防疫抗疫。上海近日发布的《行动
方案》，明确将聚焦工业互联网、远程办
公、在线医疗等12大发展重点，打造在
线新经济发展高地。

截至上周，上海已有 23 家互联网
医院，包括三甲综合性大医院，专科
医院，中医医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除公立医院，互联网医疗企业也在
疫情期间获得跨越式发展。据初步统

计，善诊在疫情期间免费提供实时在线
防疫指导、健康答疑、心理疏导等。在疫
情开始后的1个月内，累计为11万家庭
及150多家企业的20万名员工提供了防
疫支持；而商赢互联网医院打造的上海
市发热咨询平台（“新冠工作室”微信小
程序）1月底上线，运行60天时访问量已
超24万人次。

“在线医疗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目前我们正在加速在线问诊端的服
务能力建设，进一步满足患者在线实现
一体化健康管理的需求。”吴竑兴表示，
希望未来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补充
在线医疗端的市场空缺，为城市经济发
展、民生保障注入新活力。

疫情“黑天鹅”下，这家企业的就位岗位为何反而翻番？

疫中寻机，互联网医疗正兴起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黑天鹅”的威力。然而，互联网医疗健康企
业却在逆势扩张，其中，仅上海浦东一家新锐互联网医疗公司，在疫情期间持续释放更多招聘需求。据悉，
公司人数将在7月翻倍，达到400人，也让不少应聘者看到了新希望。全体总动员，开展大规模免费在线咨
询、义诊服务，指导问诊者对症处理、做好隔离、不要焦虑，帮他们判断该不该去医院……疫情之下，互联网
医疗健康行业热度空前，也顺势成为本次上海在线新经济《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
2022年）》（下简称《行动方案》）中提到的12个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从线下转为线上，大学应届毕业生
小琳说，之所以选择互联网医疗企业，
有着无奈，却也有着惊喜。

每天上午9点准时打开电脑，登录
招聘网站，仔细筛选符合预期的岗位并
投递简历，收到回复后，双方约定时间
进行视频面试……这是从今年年初新
冠疫情暴发开始后，大四学生小琳一段
时间内的生活常态。

小琳是上海某大学护理专业的应届
毕业生，成绩优秀，毕业后认为留在上海
找份理想的工作完全没问题。如果没有
这场疫情，她可能很早从湖北老家返回
上海，争取在毕业来临前拿到offer。但
是，她的计划因为这场疫情而搁浅。

从今年年初开始，小琳留在了湖北
老家，每天的任务就是在电脑前刷招聘

网站，投递简历，希望能更早地步入求
职轨道。但是投了几份简历出去，仍没
有找到理想的工作，这让她内心焦急又
倍感压力。

直到不久前，她开始调整思路，将
就业的方向从线下工作扩展到了互联
网线上。经历了投简历、视频面试后
……她很快收到了互联网医疗健康企
业的offer。

“我应聘的岗位是一名在线家庭健
康顾问，对方开出的薪水也不错。”小琳
告诉记者，在疫情发生前，她的想法是
去一家公办医疗机构工作；但是这场疫
情中，她看到了互联网医院的前景，所
以最终选择了这家互联网医疗企业。

“感觉很新鲜，而且收入确实也不错，不
过压力也不小。”

就当疫情“黑天鹅”来临时，互联网
医疗健康企业却在逆势发展。疫情发生
后，对于互联网医疗企业而言，最大的困
难，就是人手不够；多家企业几乎全员上
岗，取消了春节假期，但还是很难满足所
有的在线问诊需求。

如今，国内疫情平缓了，在线问诊的
问题也有了明显变化；但很多人已习惯
于这一在线问诊模式。

因为在线问诊需求量的增加，于是
很多互联网医疗健康企业开始逆势“招
人”。“这波疫情，让很多应聘者感受到了
压力。春节之后，投递过来的简历就像

雪花一样飞来，从收到的简历中，无论是
应届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因为疫情需
要重新择业的人士，我们能看出他们的
焦急。”贾女士告诉记者，不过，很多互联
网医疗企业都开始逆势招人，她所在企
业的岗位几乎翻了一番。

“除了上线面向个人和家庭的在线
健康顾问服务，还在复工前推出企业防
疫服务包，全力助推复工复产，这些岗位
都需要更多专业人才加入。”记者了解
到，除了像小琳这样的应届毕业大学生，
很多传统医疗机构从业者走入线上延续
职业生涯的故事也在不断发生。

有无奈也收获了惊喜

去线上

隔空问诊成为新风向 疫情期间岗位“逆势”翻番

2020年，能否成为互联网医疗的拐点之年？

小琳所说的“健康家庭顾问”这一岗
位，主要任务是在线给客户提供健康咨
询服务，也就是一种“不见面”的健康咨
询方式。而这种“医患不见面”的隔空问
诊，早已成为抗击疫情的第二战场。

“疫情暴发后，我们的在线问诊量
从之前的一天上百一下子上涨到了上
万，用户量也迅速大增。”善诊创始人兼
CEO吴竑兴告诉记者，疫情刚开始时，医
院成了高危区域，大量的医院非急症门
诊关闭了，患者不能去医院，慢病没办
法复诊，于是线上问诊成为防疫期间患
者获得医疗健康服务的一种重要形
式。当时，在线问诊的绝大部分问题
是：我是不是得新冠肺炎了？发烧了怎

么办？咳嗽了怎么办？怎么做好自我
防护？现在能不能上医院等等。

其实，来线上咨询的都不是新冠确
诊病人或疑似病人，一位问诊者体温
37.3℃，也知道自己着凉了，这在平时很
常见，但他怀疑自己接触了可疑人员，
出现紧张、焦虑、睡不着。后来家庭健
康顾问在线告诉他，“受凉再加上精神
过度紧张，都会造成体温变化，建议放
松心态，更有利于疫情期间的自我防
疫”，这名问诊者这才放松心态，很快就
体温正常了。

事实上，疫情期间，众多互联网医
疗企业都投入到这场抗疫中，好大
夫、微医、丁香园、阿里健康等平台纷
纷提供线上义诊。上海的多家公立
医院也纷纷搭建互联网医院平台，为
本地患者提供服务，大大缓解了医

疗资源紧张。
“通过互联网平台，让大家有一

个沟通交流询问的渠道，而这个渠
道解答的都是医疗健康领域的专

业人员。”医学团队负责人
贾女士说，这种“不见面”

的服务，避免了交叉
感染；实现了跨医

院、跨地域调动
医疗资源。

健康顾问正在为问诊者进行在线健康咨询。 受访者供图

“不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