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5月19日，修武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以“携手家庭医生，共筑健康生活”为主题，在修武县
王屯村文化广场宣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惠政策，开展“世
界家庭医生日”义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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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 娟）和家
庭医生签约后，却感觉没有享受
到服务，一些人的迷茫问题将得
到解决。5月15日，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就2019年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工作提出，要始终把签
约服务质量放在首位，避免“一
刀切”，重点在签约服务的协议
履行、政策激励、交流互动、宣传
引导等方面提质增效，强化履约
意识，让签约居民更有获得感。

如何让签约居民更有获得
感？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要
求，今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要着力做好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重点提升家庭医生对常见病、多

发病的规范诊疗能力和基层护
理人员的康复护理、专项护理、
安宁疗护等上门服务能力；加快
推进家庭医生工作室建设，为签
约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
服务和健康管理等“一站式”服
务。要着力改善签约居民感受，
家庭医生团队要通过门诊治疗、
随访、健康咨询、信息推送等多
种方式，当好签约居民的健康参
谋；为患有慢性病的签约居民开
具4~8周的长期处方；县级公立
医院为签约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为签约居民开通绿色通道，开放
不低于40%的门诊号源，并在住
院床位、检查检验等方面为签约

居民提供便利。要重点做好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服务，确保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应签尽
签，并依据签约贫困人口健康状
况，实施贫困慢性病签约患者分
类管理，对患有原发性高血压、2
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
碍等4类疾病的贫困人口，做好
随访评估、健康管理、适时转诊
等工作；对患有脑血管病、冠心
病等6类慢性病的贫困人口，提
供健康指导，每年安排一次随
访。同时，要大力推进“互联
网+”签约服务，运用互联网、手
机APP（应用程序）等，提供在线
签约、健康咨询、预约就诊、健康

管理、慢性病随访、报告查询等
服务；通过短信、微信等渠道，每
季度至少为签约居民推送 1 条
个性化健康教育信息，增强签约
居民的感受度。

对于如何提高家庭医生工
作的积极性？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提出，要合理确定服务包
收费标准，建立可考核的评价指
标体系，真正发挥基层机构作为
医保控费“守门人”的作用；提升
全科医生收入水平，原则上应当
将不低于 70%的签约服务费用
于家庭医生团队，提高签约医生
主动履约、上级医师参与服务的
积极性。

另外，针对签约时部分群众
不理解、签约后又联系不到人等
情况，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
出，要广泛开展“世界家庭医生
日”宣传活动，以“携手家庭医
生，共筑健康生活”为主题，采取
现场签约、义诊咨询、健康科普
等形式，集中开展宣传活动，营
造支持签约服务、关注家庭医生
的良好社会氛围，合理引导居民
预期，避免“签约服务等于上门
服务、免费服务”的错误导向，增
强签约居民“最好的医生是自
己，我的健康我管理”的理性认
识，强化签约居民“第一时间问
诊求助家庭医生”的就医理念。

本报讯（记者常 娟）
“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做
实一人，让签约居民有更
多的获得感，由被动签约
转为主动签约。”5月17日，
在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组织市属医院开展的“世
界家庭医生日”宣传活动
上，记者获悉，今年郑州市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更加
注重内涵服务。

所谓内涵服务，即在
稳定签约率的基础上，做
到签约与服务相结合、签
约与健康知识普及相结
合、签约与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相结合、签约与医联
体相结合，强化履约意识，
让居民更有获得感。

据了解，郑州市采取多
种措施提升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质量。该市以市级医
疗机构为龙头，成立区域医
疗联合体24家，助力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能力提升和
有序发展；大力推行“1+1+
N”签约服务模式，即签约团
队由1家二级医院、1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N个签约
对象组成，通过签约式服
务、订单式治疗、个性化指
导，为签约居民提供精准化
健康服务，为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撑。郑州
市财政又给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每
人每年10元的经费补助；从2018年
开始，郑州实施了《郑州市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建设五年规划》，为高标准
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进分级
诊疗制度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截至目前，郑州市100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79家乡镇卫生院
全部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建
签约服务团队 1688 个，签约居民
538 万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到
75.7％，智能化签约260余万人，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签约。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伍 申）5月19日，信阳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开展
了“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
传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家庭
医生的相关工作。

5 月 19 日上午，信阳市浉
河区五星办事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在河南路开展现场签
约、义诊、咨询、健康科普宣传
活动，为前来咨询的群众免费
测量血压、血糖等，现场发放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资料

20余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
传册300余份，高血压病、糖尿
病等慢性病宣传手册 300 余
份，并为居民发放宣传活动用
的手提袋、毛巾、家用围裙等
物品 300 余份，向居民介绍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意义及好
处，鼓励居民积极签约。

当天上午，平桥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宣传活动，平桥办事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信阳市第四
人民医院、平桥区妇幼保健院

共同参与。在宣传活动中，平
桥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家庭医生团队通过设置咨询
台和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发
放宣传单等方式积极宣传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内容、方式
和重要意义，传播以签约服务
促进健康的管理理念，并免费
为群众测量血压，发放药品和
宣传手册；平桥区妇幼保健院
通过开展咨询、讲座，发放健
康教育资料等方式，宣传孕保
知识和儿保知识；信阳市第四

人民医院派出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专家指导团队，开展健康
咨询和健康讲座，胸痛中心专
家利用模拟人现场为居民讲
解了心跳骤停的急救办法，并
开展急救知识讲座。

在“世界家庭医生日”宣传
活动中，信阳市各县（区）围绕

“携手家庭医生，共筑健康生
活”这一主题，为当地居民提供
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和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受到当地居民
的好评。

目前，河南通过全科医生转
岗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等多
种方式，为全省培养3万多名全科
医生，其中注册全科医生20497
名，初步实现了每万人拥有2名全
科医生的目标。这些全科医生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收获了不少

“粉丝”。
镜头一：
一个陌生号渐渐成为“亲情号”

刘相位是永城市大王集卫生
院的全科医生。在回到基层工作
近半年的时间里，一位88岁的陌
生老人渐渐成为他的“亲人”。

老人名叫王翠英（化名），是
刘相位在大王集镇任楼村众多签
约居民中的一员。老人患有糖尿
病，由于长期卧床导致足跟部溃
烂，又因为外伤导致大小便失禁，
是村里的贫困户。

在刘相位来村里进行健康宣
教前，老人每次换药都要靠88岁
高龄且不会骑电动车的老伴儿用
推车推着去邻村的卫生室换药，
一来一回需要一上午的时间，非
常不方便。刘相位来任楼村进行
健康宣教时，一位老乡给王翠英
介绍了刘相位，说刘相位可以上
门服务。

2018 年 12 月 6 日上午，一
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出现在刘相
位的手机屏幕上，接通后才知
道是王翠英，那是老人第一次
和刘相位联系。从那天开始，
刘相位就一直坚持上门给老人
量血压、测血糖、换药、送药。
签约后，20多次的上门服务，不
仅让老人对全科医生有了发自
内心的认可，更是帮助老人在
2018 年年底实现了光荣脱贫。
刘相位耐心的指导让老人的血
糖一直稳定在正常水平，悉心
的照料也让老人糖尿病足跟部
的伤口渐渐痊愈。

就这样，一个陌生号渐渐成
了刘相位的“亲情号”，只要一个
电话，他就会及时出现在老人的
面前。
镜头二：
“感谢你，我的铁杆‘粉丝’”

说这话的是西峡县西坪镇卫
生院全科医生殷圣陶。因为“粉
丝”的信任和肯定，他在基层工作
中找到了成就感和价值。

2018年11月，殷圣陶刚回到
卫生院工作，下乡义诊时便认识
了“粉丝”姚老太太。当时，姚老
太太认为殷圣陶年纪轻轻，眼镜

片儿却很厚，穿着打扮干净利索，
估计有几把刷子，就主动找殷圣
陶攀谈。

交谈后，殷圣陶得知，姚老太
太多种慢性病缠身，而且长期诊
治不规律，闺女远嫁他乡，儿子常
年在外打工，只有她和老伴儿相
依为命。殷圣陶告知其长期规律
治疗的必要性，并耐心地把姚老
太太带来的所有药品一一标上口
服剂量和次数，指导其合理用药。

今年年初，姚老太太突发胸
闷、气急、呼吸困难，当时已是晚
上9时许，不便到医院，其老伴儿
拨通了殷圣陶的电话。当晚，殷
圣陶驱车11公里紧急赶到姚老
太太家中查看情况，并把其送往
医院进行救治。

由于姚老太太的老伴儿岁数
大了，殷圣陶就主动承担起帮姚
老太太办理住院手续、取药及购
买生活用品等事宜。因为救治及
时，姚老太太恢复得很快，其家人
逢人就夸殷圣陶“医者仁心，医术
高明”，殷圣陶也顺其自然地成了
姚老太太的家庭医生。从此以
后，姚老太太的家人只要有健康
问题，就第一时间找殷圣陶求
助。姚老太太说殷圣陶是她的救

命恩人，跟她的孩子一样。
而正是由于这份信任和肯

定，姚老太太会带亲朋好友来找
殷圣陶看病；认识的人多了，殷圣
陶的名气就传了出去，可以为更
多的人解除病痛。
镜头三：

年近七旬老人丢掉保健品
喝醋软化血管就每天喝一

大瓶醋、被狗咬了用狗肚毛抹一
抹就不打疫苗、吃芹菜降血压就
天天吃一箩筐……去年年底，回
基层工作不久的焦作市武陟县
嘉应观乡卫生院全科医生张轲
被村民们的“朴素”健康素养惊
到了。她和扶贫工作队到每个
村去宣传健康知识，走访并签约
每一个贫困户，希望提升村民的
健康素养。

张老汉就在张轲多次的“宣
传”中丢掉了保健品。张老汉今
年68岁，独居，没什么经济来源，
患股骨头坏死15年，常年服药。
半年前，张老汉又患了高血压病、
糖尿病。今年春节前，张老汉开
始出现咳嗽、胸闷症状，张轲帮他
诊治时，发现他花了600元钱买
了两瓶药酒，据说可以根治股骨
头坏死。

张轲没有立即指出张老汉买
保健品不对，而是在走访期间，侧
面提醒：“爷爷，您今天喝了多
少？感觉腿还疼不？”

几次下来，张老汉发觉药酒
并没有缓解腿部的疼痛，于是不
好意思地回答：“嘿嘿，不喝了，不
喝了，没效果，张医生，还是得听
你的。”

无独有偶，南阳市宛城区红
泥湾镇全科医生杜思远也让一
位65岁的签约老人丢掉了保健
品。

而这些只是全科医生工作
的一部分。宋蓓蕾是郑州市管
城区北下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家庭医生签约团队的一员，她的
工作模式是每天入户随访高血
压病、糖尿病患者以及老年人等
签约对象，访问他们的病情，测
量血压，监测血糖，开展健康体
检，评估健康状况，指导饮食、运
动、药物使用及中医药保健方法
等；针对行动不便者、精神病患
者、失独人群等特殊人群入户初
诊，必要时派车接送及转诊。每
周进社区义诊，每月举办健康大
讲堂活动，他们希望通过各种形
式的服务赢得签约居民的认可。

家庭医生是以团队形式，为
服务对象相对固定地提供持续
性、照护式健康及医疗服务的
一种服务形式。这类卫生健康
服务模式有别于其他专科医生：
除了被动接受患者的医疗求助
外，他们还有主动性的一面，比
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慢性病规
范管理、日常健康宣教、健康生
活方式的提倡和引导等，是贯彻
落实卫生健康方针之“预防为
主”的实践者。

1997年，“全科医生”一词第
一次写入政府公文；2000 年，原
卫生部首次专门发文指导全科
医学发展；2006 年，中央财政开
始支持全科医生培养；2009 年，
新一轮医改以来，国家更是加大
了投入力度，增加了全科医生的
培训项目。比如，2010年开始基
层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同年开始
订单式为基层培养高端家庭医
生（国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
生），中央及地方财政支持定向
医学生完成5年临床医学本科及
3年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然后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
作一定年限。目前，全国已累计
招录培养免费医学生5万余名。
2016年，国家还启动了“3+2”助
理全科医生的培养项目。通过
以上途径，截至目前，国内全科
医生数量达到约30.9万，约占国
内医师总数的7%，并以每年4万
人左右的速度递增。

目前，全科事业发展势头迅

猛，但客观上讲，我们还尚属事
业发展培育期。无论行业内，
还是行业外，大家对全科概念
的误解较多，院校医学教育仍
以大医院专科医生的培养模式
培养临床专业学生；而全科医
学学员面临招生难、完成培训
后流失率大等问题。尤其是全
科医生使用方面，基层医疗机
构全科医疗服务平台不健全、
待遇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职
业环境差等，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在群众体验方面还不明显。
因此，我们仍须立足于这个现
实，砥砺前行。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
小，不为不成。”习总书记说：“只
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国
家定向培养的首批家庭医生，经
过8年的规范化培养，犹如一股
清泉，给基层医疗机构注入了新
的活力。他们朝气蓬勃、积极向
上、阳光乐观，让我们看到了中
国家庭医生事业的前景和希
望。他们活跃在乡村、田间，和
老百姓打成一片，并在短期内得
到了乡亲们的充分认可，那一面
面锦旗、一张张笑脸，以及农舍
屋内张贴的这些年轻人的宣传
照，让我们对中国家庭医生的未
来充满期待。

当前，让我们继续培种育
苗，向阳而生，未来必将“绿我涓
滴，会它千顷澄碧”。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

关注家庭医生 关注签约服务
编者按：家庭医生主要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转诊，患者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对服务对象实行全面、连续、有效、及时和个性化

的医疗保健服务和照顾。近些年，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今年5月19日是第9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携手家庭医生，共筑健康
生活”。让我们一起关注家庭医生，关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5月19日，焦作市马村区卫生健康部门开展以“携手家庭医
生，共筑健康生活”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进入社区、家庭，给群众送医送药。

王正勋 王中贺/摄

5月17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在该院门诊东区举
办义诊活动，全科医学科一名护士正在为一名导医测血糖。
2015年，河南省人民医院在全省率先成立全科医学科，为患者
提供全科医学服务。

常 娟/摄

家庭医生和他们的“粉丝”
本报记者 常 娟

省卫生健康委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明确要求

郑
州
：
让
居
民
由
被
动
签
约
转
为
主
动
签
约

信阳：让更多人了解家庭医生

立足现实 砥砺前行
□徐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