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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区医生道一声“谢谢”
□本报记者 陈坤 摄影 章立强

医师节，

社区医生，是我们身边的健康
管家。然而，他们又不只是医生：
手机里有千余个号码，大部分是居
民的电话；每次义诊，总有忠实“粉
丝”来话家常；了解居民有哪些疾
病，也了解他们有什么兴趣爱好，
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儿……社区医
生，也是我们身边的热心肠友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区
医生的网格化服务与辖区居民的
长期、连续、邻里式关系，发挥出独
特优势。“服务不打烊，抗疫不缺
席。”网友的这句话，是对社区医生
工作的一种描述，更是一种褒奖。

中国医师节，致敬这群不仅是
医生的医生。

社区医生：
借助“邻”聚力 抗疫零距离

“孩子给我，您放心去接种！”
在卫生服务中心，疫苗接种医生
除了为居民的安全接种提供医疗
保障，还主动承担起接种居民的

“后勤工作”。

保障疫苗接种安全，兼职带娃

“周氏喉科有古训，希望世世
代代都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利他
事情。所以，送药这件事，我们团
队坚持了15年。”苍霞中心周氏喉
科工作室副主任医师周国禹说。
2006年起，他开始对社区里的低保
重性精神病患者随访，并负责取药
和送药。15年，共取、送药5000人
次，疫情期间也风雨无阻。

特殊病人的“全能快递员”

“这几年，我考取
了 B 超证、CDFI 医师
上岗证（彩超证）、按
摩师证、全科医师证、
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
证、中西医结合骨伤主
治医师证等。”在社区
干了15年，现在，鼓西

中心的林城医生既是
中心的骨科医生，又是
B超科医生，也是家庭
医生签约团队的负责
人。他说，取得证书不
是目的，一切都是为了
更好服务病人，这就是
医生的职责。

为了精进技术，化身“考证达人”

妈妈们的“带货”主播

“ 我 带 的是‘大
货’，是事关每个妈妈
的重要一课！”正在微信
群进行母乳喂养指导科
普的邱美榕医生说。

邱美榕是鼓东中
心母乳喂养咨询门诊
负责人，每年为社区
内的 200 多名妈妈提

供母乳喂养支持。疫
情期间，这种科普宣
教也没有落下。

邱美榕也帮助妈
妈们缓解因家庭琐事
导致的焦虑。不少粉
丝 妈 妈 带 着 娃 体 检
完，常常特意抱着娃
来找“邱阿姨”看看。

“来社区工作，是
因为社区有中医药发
展的土壤。”有硕士研
究生学历的江欣医生，
最终选择在茶亭中心
扎根下来，从事中医康
复治疗。

一年多来，她体会
到 社 区 浓 浓 的 人 情
味。在“健康社区行”

茶亭公园站，她参与了
抗疫知识宣传，解答居
民咨询。经她简单处
理，一位大哥缓解了久
治不愈的肩膀痛。几天
后，大哥凭着“茶亭中
心”、“江欣医生”等仅有
的信息，找上门，把自己
手写的“悬壶济世”送给
了江医生。

社区吸引来硕士研究生

“疫情期间，不太方便在医院和家里两
头跑。有了家庭病床，我们就省下了床位
费、交通费，也省下了不少心力！”家住福州
市台江区上海街道新兴小区的陈阿姨说。

上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张秀娟
来到陈阿姨家中，为她的妈妈查看病情，开具
处方，并指导病人进行功腿部功能锻炼。产
生的医疗费用按照医保相关标准报销

居民拿着下转的小卡片来找义洲
中心的王林医生随访

去年11月，义洲中心联合福建协和医
院成立台江区首个房颤专病联合工作室，
疫情期间，大大方便了患者。工作室至今
为18名患者开放绿色通道，中心为下转
13名患者提供规范化管理，让房颤患者
基本做到“大病在医院、康复回社区”。

家门口的健康守护者

在常态化防控下，“日常诊疗+疫情
防控”离不开社区医生的工作。

全国数十万社区医生发挥贴近社区、
贴近居民的独特优势，日夜坚守自己的岗
位，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病毒作战。

线上线下做好防控疏导，全力保障疫
苗接种，及时服务特需群众，入户开展流
调，日夜坚守管理隔离点，进驻企业学校
保障复工复学。

社区医生通常身兼多职，真正的“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没有加倍的付出是
干不好基层卫生工作的。

大医院更强，基层医院地位提升，始
终是福建医改的重点任务之一。我们期
待，社区医生队伍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打
造更多特色学科和服务，让群众更有获
得感，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更希望看到，社区医生的工作
环境、职业发展、待遇保障等能持续得到
改善。

为在家“住院”病人解忧

致敬中国医师

后洲
中心的郑
芳华医生
帮助居民
照 顾 孩
子 ，以 便
居民放心
接种疫苗

心语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