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外
蹲点蹲点“今天还算平稳，早上

差不多有 200 位病人。”

杭州西湖区紫荆花路108

号，坐落着崭新的杭州西

湖区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 中 心 ，总 建 筑 面 积 达

6200 平方米。一楼全科

诊疗区，综合显示屏不断

滚动叫号。登记台的护士

一边记录信息，一边安排

患者就诊。

钱报记者采访当天，

卫生服务中心综合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人员

排班表。表格里，不少名

字后面都写着：公休3天。

文新街道卫生服务中

心共有工作人员 150 多

人 ，其 中 卫 技 人 员 119

人，在这一波感染高峰中，

几乎都中过招。“只能保证

高烧那几天休息，最多也

就 3 天。很多人是只休息

了一天就带病上岗。”

从 1 月 6 日开始，全

科门诊时间延长至晚上 9

点。这样的安排，保证了

上班族的就医需求，而医

护人员则需要投入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

7个全科诊室“火力全开”，就诊延至晚9点，钱报记者探访杭州基层医疗机构

应对疫情冲击，“家门口的医院”很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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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来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

患者，大多以新冠感染后的诊治为主。

“有的咳嗽一周，有的胃口比较差。”这其中，六七

成患者经检查后，确诊感染肺炎，需根据病情对症治

疗。而肺炎的确诊，得益于中心CT设备的启用。

2022年11月28日，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搬入新院区。硬件提升，一些新项目也随之开设。“还

好搬入了新院区，12月份疫情出现新情况，新开的项

目对诊断、评估、治疗起到了大作用。”全科科长胡鸣宇

介绍，中心的全科医师需要对居民的检查结果进行综

合分析再予以处理。一般患者可在门诊进行输液、雾

化、抗炎等治疗，急、危、重症患者转省市级医院诊治。

去年12月中旬，中心推出肺部CT项目，开单后半小

时可完成检查，1小时内出报告。仅12月已完成1200多

人次的检查。以往，这些患者只能到省市级医院。

据了解，目前，杭州主城区的上城、拱墅、西湖、滨

江共有2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CT检查，占到

这四个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数的58%。

最近在日常门诊诊疗中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除

呼吸道感染症状外，还可能累及心血管、消化道、肾脏

等多个系统。并发症的早期识别和积极治疗对于改

善预后尤为重要。像文新街道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还针对阳康人员推出了系统的检查套餐，包括急诊生

化6大项目和新冠阳后查体11个子项目。

据统计，去年12月以来，该中心新冠检验套餐检

查 2326 人次，肺炎支原体检查 3866 人次，为尽早识

别出并发症，及时处置和转诊、改善预后赢得了时间。

如及时雨般的举措有不少。在退烧药一药难求

的那段时间，服务中心推出解热镇痛、宣肺止咳等方

剂，至今开出近4000剂，帮助患者缓解病情。

新设肺部CT和新冠检验套餐，居民实现家门口就医新设肺部CT和新冠检验套餐，居民实现家门口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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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 4 日晚，杭州发布优化调整疫情防控

措施。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覆盖辖区 11.6

万常住人口、4 万余流动人口的基层卫生服务中心，

成为直击疫情的最前线。

半个月前，诊疗区人头攒动，一位全科医生的日

接诊量达 100 多人，中心 7 个诊室全部开诊，就诊时

间延长到晚9点，以应对不断增加的新冠感染患者。

“早上7点半到岗，一到诊室坐下，病人一个接着

一个，不可能离开座位。”全科主治医师姚乐燕，已在

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10年。

这两年春节，她都在隔离点度过，最近这一个月

工作的高强度，仍让她措手不及，“早上的病人看完，

差不多要到中午 12 点以后，马上下午的病人又要接

上。看着二三十个病人在外面等着，每个医生都很自

觉地放弃休息。吃饭就是随便扒拉几口，连水都不敢

多喝，要把上厕所的时间也省下来。”

一天接诊八九十个新冠病人，是姚乐燕和同事的

日常，为此，她常常失眠。“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在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的另一

重身份是家庭签约医生，一边门诊看诊，一边接听居

民咨询电话——“我在听，你有什么情况请说⋯⋯”

这种双重忙碌，几乎医生们都经历过。

以姚乐燕为例，她是1300位居民的签约医生，其

中65%以上为老年人。去年12月25日，她自己还发

着烧，在家一天接了四五十个咨询电话，还要应对四

五十位签约居民的微信问诊，手机根本放不下来。

7个全科诊室“火力全开”，就诊时间延长到晚9点

“凌晨三四点，工作手机响了，有居民问，自己肺

不好，感染了新冠该怎么办。”在文新街道，65岁以上

的老年人有一万多人，疫情冲击下，签约医生就像是

他们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有的居民着急之下，也会拨

打中心对外公开的电话咨询。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从下午1点半到3点半，

俩小时接了70多个电话。”综合办公室主任李少仁坦

言，电话那头的手足无措是相似的，“多是老人,有基

础疾病⋯⋯”

通常情况下，医生们会询问患者身体情况，有没

有发烧？烧到几度？身体有什么不适？

几天前，姚乐燕就接到一位 92 岁老人家属的咨

询。考虑到老人的年纪，她担心老人存在肺部感染，

有沉默性缺氧情况，“检查后发现氧饱和度只有 74，

赶紧让家属送到上级医院治疗。”

这样危急的情况并不多见，很多时候，姚乐燕和

同事们更多的是解释。

“低烧的年轻人，建议他们居家观察；情况还好的

老年人，宽慰他们不要紧张。”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让

患者心有所信。

即将到来的春节，对于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又将

经历一次实战检验。“下面 4 个站点轮流抽调医生来

坐诊，所有护士进入门诊夜班轮值，还安排了备班人

员，就是希望通过任务分解，尽量减轻一线工作人员

的压力。”

好在，好消息已经不断传来，比如，几天前，一位

患者给服务中心打来反馈电话：夫妻两人都 70 多岁

了，前段时间感染新冠，来服务中心配了几剂中药，如

今体温已经正常，人也舒服了很多，想问问要不要再

配点药。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病人好转，这是最大的安慰。

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要突出保健康防重症，提

升医疗救治能力、医疗物资保障能力、重点人群和重点

场所保障水平，提高疫苗接种率和科普实效性，尤其在

医疗卫生方面，要新改扩建规范化村社卫生室500个。

“工作十年，单位业务用房从 1000 平方米到

3000 平方米，再到现在的 6000 多平方米，设备从无

到有，从低端到高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大幅提

升。”姚乐燕说，政府投入加大，不断改善基层就医环

境和硬件设施，充分筑牢疫情防护的第一道防线，让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真的很用心用力。

这份政府工作报告，让医护人员更有信心和力

量。这张基层医疗防护网将越织越大，越织越紧，真

正实现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凌晨3点仍有居民在线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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