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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版图扩大 医疗质量提升 群众获得感满满

软硬实力比翼齐飞 健康浦东踏新征程
■本报记者 严静雯

“十三五”期间，浦东新区的医疗卫生

事业软实力、硬实力“两翼齐飞”，迎来了快

速发展期。卫生版图扩大、医疗质量提升，

浦东老百姓获得感满满。

医疗卫生
“15分钟服务圈”全覆盖

作为“家门口”服务体系“四站一室”中

的重要一环，浦东率先在卫生室的建设中

提出了“村村有室 室室有人（医生）”的目

标。再加上 1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点的补

缺完善及 3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点的达标

提质，实现了浦东新区医疗卫生“15 分钟

服务圈”全覆盖。

2018年至今，浦东已经建设完成张江

环东中心村、川沙界龙村等10个试点村卫

生室。此外，新区全面完成48个村卫生室

补缺建设，原有的 265个村卫生室也都进

行了提质增能建设，按照区统一标准建设。

村卫生室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康复治

疗、全科巡诊及确保安全下提供输液服

务。村卫生室全科医师、中医医师及乡村

医师下沉卫生室，全面提升村民对医疗卫

生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全面二

孩”政策的实施，公众对母婴设施的需求愈

加强烈。2018年浦东新区出生人口约 4.2
万人，0-6个月婴幼儿纯母乳喂养率 60%，

混合喂养率 90%。浦东新区多措并举，在

全市领先推进母婴设施建设工作，目前浦

东已建成各类型母婴设施 658个，浦东的

新妈妈们在公共场合也能从容喂养。

医院建设
满足高品质生活需求

2019年，市级三甲医院“东进”的步伐

加快。8月 23日，上海市肿瘤医院浦东院

区建成并试运行。此外，第一妇幼保健院

东院改扩建工程启动立项审批，长征医院

浦东分院前期研究中。

五年来，浦东新区医疗卫生基本建设

投入预计约 30亿元，共新建、改扩建卫生

设施约 75万平方米。大力推进区级医疗

卫生机构建设，优化完善“三级中心、四层

网络”的医疗卫生布局。“十三五”期间，东

方医院本部新大楼、第七人民医院医技综

合楼、浦东医院科教综合楼相继交付使用；

新场综合医疗卫生中心、公利医院科教综

合楼、浦南医院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浦东

新区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计划 2020 年开

工建设；沪东区域医疗中心、精神卫生中心

迁建前期研究中；航头鹤沙、芦潮港、花木、

泥城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开业；新一

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标修缮工程启动建

设。此外，浦东还引进一系列市级优质医

疗资源。

9大医联体
推进分级诊疗改革

“十三五”期间，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重要举措，浦东新区持续深化公立医院

改革，积极引导区属公立医院落实功能定

位，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提高运行效

率，进一步推动浦东新区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工作向纵深发展。

此外，浦东近年来加快推进医疗联合体

建设，优化整合区域医疗资源，进一步提升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逐步建立“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

式。浦东目前已经组建9个区域医联体，通

过资源共享、技术扶持、双向转诊服务等工

作，推进区域医疗资源整合和上下联动。

2016年以来，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还

大力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浦

东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紧紧围绕分级诊疗制

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基本医保制度、药

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等 5项基

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基本建立了满足浦

东新区城乡居民健康多样化需求、与新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全覆盖、可持

续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一部手机
搞定求医问药那点事

互联网时代，点点手机就能完成很多

事情。在政府大力推进“一网通办”等互联

网+服务的背景下，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

通过数字化建设为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

如今，打开“浦东卫健康”微信公众号

或者支付宝生活号，你就可以看遍所有浦

东的医院，预约、挂号、排队、看检查报告、

调阅影像资料、咨询医生……可以说一部

手机“搞定”求医问药那点事。

浦东卫生健康委从 2018 年起开展浦

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全

覆盖规范化建设，并借助信息化手段形成

有效监管。浦东新区已经在全市范围内率

先实现计划免疫门诊数字化建设全覆盖，

接种管理、知情同意书、预约挂号、收费系

统等也使用了信息化手段。

在浦东，通过扫描疫苗追溯码，全面、

完整、真实记录疫苗从出库到接种的全过

程流通和使用信息，实现了疫苗最小包装

单位的全程可追溯，杜绝错种、误种、接种

等差错。

科教兴医
勇攀高峰

跨入二十一世纪，浦东新区卫生健康

委提出科教兴医战略，打造了一支具有较

强活力和一定影响力的专业队伍。

十年间，浦东新区卫生服务能级得到了

飞速提升。东方医院获批三级甲等综合性

医院，第七人民医院获批三级甲等中西医结

合医院并成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浦

东医院成为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公利医院成

为海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周浦医院成为上

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医院，潍坊和塘桥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成为复旦大学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上钢、周家渡和惠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成为上海中医药大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学科建设方面，推出以临床学科为龙

头、带动其他相关学科共同发展的学科群

建设计划。十年间，58个学科获批国家卫

生部临床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

二五”重点专科、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重

点学科、上海市重点专科或上海市中医临

床重点学科等。273个学科建成区级重点

学科（群）、重点专科、特色专病及重点全科

团队。2018 年启动浦东新区医学学科建

设与临床高峰高原专科（专病）联盟建设，5
家临床高峰学科、10家临床高原学科和 3

家临床特色学科得以脱颖而出。

十年间，卫生系统人才辈出。1 人入

选中科院院士，84 人获国家千人计划、上

海市千人计划、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浦

江人才等市级以上人才称号，731 人入选

区级人才培养计划。

新区卫生队伍获得国家级科研资助

426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571项、

省部级科研资助 189项、市局级科研资助

629项，区级科研项目资助1292项。

国家中医药
改革试验田进入“丰收季”

2009年 12月，浦东被批准成为“国家

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近十年的

“试验田”深耕，围绕医疗、预防、教育、科

研、文化、产业、交流合作七大领域全面推

进，在多领域取得创新突破，形成一系列可

借鉴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如制定中医药服务补偿及工作量差异

补贴政策；全面完成中医科室标准化建设；

建立了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模式，开

创性实施“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预防保健

服务规范化培训”模式；创新中医医疗质量

控制管理模式；开展中医药科技创新与成

果转化体系建设，成立浦东新区中医药创

新促进中心等。

目前，浦东新区已成为全国中医药综

合改革和全面发展的先进地区之一。未来

浦东中医药工作将立足国家及上海市相关

政策，在促进浦东中医药全面新发展的基

础上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改革探索，推进中

医药在建设健康浦东、健康上海中发挥更

大作用。

■本报记者 张琪

9 月 23 日，“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型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通过

成就展可以看到，从赤脚医生到全科医

生，从消灭血吸虫病到攻坚慢性病，中

国人均预期寿命翻了一倍多。

当年，正是从浦东田间走向全国的

赤脚医生，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

药的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著名的《阿

拉木图宣言》中，被誉为“以最小的投入

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中，赤脚医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75 年，谢晋导演的电影《春苗》

热映，李秀明扮演的赤脚医生田春苗便

是以“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江镇的王

桂珍为原型的。

“1969年，新中国20年大庆，我作为

赤脚医生唯一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

见到了毛主席。”50年过去了，王桂珍仍

然住在江镇的老宅里，从江镇卫生院退

休时，她已经是一名乡村医生——1985
年，当时的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

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随后，乡村医生

成为活跃在田间地头的“白衣天使”。

“我有赤脚医生、乡村医生、医生三

本执业证书，见证了新中国乡村医疗的

历史。”2019 年国庆即将到来，76 岁的

王桂珍走过家乡的小桥，去看望曾经的

病人：101 岁的屠阿珍和 95 岁的潘小

妹。两名老人依然耳聪目明，拉着王桂

珍的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你的老

病号，怎么也想不到越活越健康啊！”

浦东有发达的城市，也有广袤的农

村，乡村卫生工作始终是浦东新区政府

的重中之重。为了更好地服务“三农”，

新区卫生健康委特别推出“乡村医生培

养计划”，委托上海健康医学院专门为

浦东农村培养乡村医生专业大学生。

2008 年，土生土长的南汇姑娘俞

诞洁，高中毕业面临填写高考志愿时，

正好浦东新区第一次面向本地高中生

招收乡村医生方向的学生，她有幸成为

第一批“大学生乡医”。毕业后，她成为

了惠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新乡

医”。现在，浦东有 633名乡村医生活

跃在村卫生室，走街串户，为居民提供

贴身健康服务。
■本报记者 张琪

很多人对浦东医疗还停留在“过江

看病”的印象上。那时候，浦东拿得出手

的医疗技术屈指可数，上海市第七人民

医院的烧伤治疗可谓其中翘楚。因为毗

邻高桥——这一曾经的化工基地，七院

必须拥有强大的急救和外伤处理能力。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一声春雷，上海

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引擎。产业升级，腾

笼换鸟，化工企业大多数已经迁出高桥

地区。七院的烧伤科是否没有需求了

呢？

“我们强大的烧伤科意味着强大的

急救能力和皮肤修复能力，随着时代变

迁，这两大优势依然大有可为。”七院院

长王杰宁举例说，现在无论男女老少，都

重视仪表，“好皮肤人人需要，我们可以

把烧伤整形的能力与中西医结合的能力

叠加起来，创造浦东特色的皮肤修复、更

新技术。”2013年12月，七院获批升级为

浦东首家中西医结合三甲医院。作为上

海市重点专科的烧伤瘢痕科也向中西医

结合转型，先后获得上海市领先学科及

上海市烧伤瘢痕防治重点专科称号，瘢

痕整形修复、瘢痕美容等治疗拥有了中

药涂擦、熏蒸、刺络拔罐术等特色技术。

去年7月，七院烧创伤急救医学学科

正式运行，设立夏照帆院士工作站。成立

以来，成功救治多名自贸区患者，其中包

括波兰（由直升机空中救援）、德国、乌克

兰籍的多名国际友人，抢救成功率达

100%，起到了为自贸区保驾护航的作用。

传统优势学科转型服务自贸区

曾经活跃在田间地头的“白衣天使”

赤脚医生见证乡村医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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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拍摄的七院。 □资料图片

当年“赤脚医生”王桂珍走访时的照片。 □顾佳伟 摄

今日七院效果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