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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王星

昨天中午 12点
多，陈丽珍、郭美珍
快速消灭掉午饭，就
相约赶到社工部集
合。她们有个共同
的身份：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的陪诊志
愿者。

工作日程表显示，下午1点多，住在
周边社区的87岁独居老人罗奶奶要来
复诊。

陈丽珍、郭美珍决定吸取上一回陪
老人看病的“教训”，给这位性格好强、
患有帕金森病的老太太预约一把轮椅，
减少就诊路上的风险。

眼看时间要到了，她俩一路快走，
在市六医院西大门口，顺利地从居委工
作人员手里“接过”罗奶奶。又一次陪
诊服务开始了。

帮忙预约挂号、排队缴费、拿检
查报告、陪入医生诊室问诊……在上
海，一些大型三甲医院正与部分周边
社区达成合作，试点陪诊志愿者服
务，一些独居老人成了这一服务的首
批“尝鲜者”。

独居老人为看病犯难，谁
来搭把手？

“我几十年没来大医院看过病了，
平时就到社区医院配配药。就是最近
一趟去配药突然头晕，我一下子慌了。”
第二次陪罗奶奶看病，郭美珍和陈丽珍
发现，老人的话明显多了，和她们更熟
络了。

罗奶奶这次是拍完核磁来医院神
经内科复诊的。郭美珍、陈丽珍推着老
人穿过医院小花园，经医技楼电梯直接
上四楼，从空中连廊穿到门诊四楼，再
经电梯上到五楼神经内科门诊区域。
这是两人精心设计的最佳路线——快
速穿行，一路还能推轮椅。

独居老人有优先照顾门诊。10分钟
不到，罗奶奶就进入了神经内科陈静炯
医生的诊室。陈静炯医生一边读片，一边
安慰老人，“目前看没有器质上的大问
题，血压也正常，应该就是这个岁数一过
性的脑供血不足，要注意休息……”听了
医生的话，罗奶奶安心下来。

罗奶奶敢于踏入这样人流繁忙的
大型医院，还源于几天前的一通求助
电话。

4月7日，田林街道居委接到罗奶
奶打来的求助电话。老人患有帕金森
多年，由于老伴已去世，两个子女一个
在日本、一个在美国工作，老人突然头
晕后，看病成了难事。

接到求助，居委第一时间联系附近
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我们来安排。”当天，市六医院就

派出陈丽珍、郭美珍“接应”居委护送来
院的罗奶奶。

挂号、缴费，陪老人在就诊室里向
医生讲述病情……陈丽珍、郭美珍陪伴
罗奶奶完成所有问诊流程，走出诊室又
把医嘱向罗奶奶重点提醒一番，就像两
个女儿在叮嘱自己的母亲。

在志愿者陪伴下，罗奶奶先后来到
五官科、神经内科两个科室，做了六项
检查，全程不到两小时。最后，老人重
新“交接”给在医院门口等候的居委工
作人员。

智能设备多了，老人更怕
看病了怎么办？

“面对疾病，独居老人要出门就医，
常常因身体不便而感到无助，而当他们
踏进医院后，一系列的就医流程、现代
化的智慧医疗设备，都会使他们手足无
措。”陈丽珍坦言，自己陪老人看过一次
病，才真正体会到老年人的看病之难。

很大程度上，这是人的身体老化后
带来的行动慢、反应慢。而如此之
“慢”，又与当下大型医院的快节奏形成
强烈反差。也正因此，不少老人会对看
病这件事产生畏惧，能拖则拖。

近年来，为缓解人工窗口的压力、
尽快疏散人流，一排排智能自助挂号、
缴费、检查检验报告查阅机器设备摆进
了医院的各楼层、各角落。按照郭美珍
的观察，虽然医院信息化、智慧化程度
越来越高，但在面对这些陌生的智能设
备时，很多老人面露难色。“医院希望依
靠智能设备提高运转效率，但无形间增
加了老人的就医难。”

对一些老人而言，看病的另一难在
于医院太大。在陈丽珍、郭美珍的陪同
下，罗奶奶这次走的都是“最优路线”。
这多亏了她们多年在这家医院担任志
愿者练就的基本功——路线熟。

陈丽珍、郭美珍平日都是六院的门
诊志愿者，穿着绿马甲在门诊各楼层帮
助患者，堪称“活地图”。
“医院的楼越来越多、越盖越高，分

科也越来越细，以前就一个内科，现在
有内分泌科、心内科、肾内科、消化内科
等，分布在不同楼层，还有各种检查检
验项目，不常来医院看病的人，容易感
觉头头转。有些房间调整了位置，其他
学科的医生也未必都晓得。”陈丽珍在
六院当志愿者快10年了，她习惯在休息
时间自己在医院里走走，认识一个个科
室、检查检验房间，以便给患者更好地

指路。
没有陪诊任务时，陈丽珍、郭美

珍和一群志愿者都在门诊服务，六院
门诊大楼多个楼层设有“雷锋岗”，是
他们的服务阵地。“病人真的会不停来
问，什么科室怎么走、厕所在哪、哪
里有水喝……我们上指、下指、左指、右
指，跟交通警一样。”陈丽珍笑着说，每
次上岗会带一个大保温杯，但有时一个
半天的班头顾不上喝一口水。

充当“临时家人”，为老人
送上心灵抚慰

在门诊久了，陈丽珍看着病人的候
诊号码，还能大致估算排队等候时间。
“你到了这个楼层，找个地方大概休息
20分钟，再去窗口看看，差不多就轮到
了。”有病人问诊结束，还会特意找到她
表示感谢，“真跟你说的一样，怎么算得
这么准！”

陈丽珍则说，自己当志愿者久了，
大致知道一些检查、问诊项目的速度，
提前给患者心理预期。“他们踩着点去，
会感觉自己很幸运，觉得‘算得很准’；
而如果是干等，有些病人就会觉得自己
很倒霉。等待时间是一样，心态却完全

不同。”陈丽珍退休前从事心理咨询服
务，退休后，她经人介绍进入六院骨科
病房当志愿者，开展心理安抚，之后进
入门诊服务。如今，她不仅把心理咨询
的功底带入门诊志愿者服务，而且注入
独居老人陪诊项目中。
“很多高龄独居老人不仅承受着身

体上的病痛，还可能伴随着内心的孤
独、苦闷。”陈丽珍很清楚，在陪诊的过
程中，和老人讲讲话、拉拉家常，甚至听
他们发发牢骚，都有助于为这些长期独
居的老人缓解就医路上的精神负担，为
他们打开一道情绪阀门。

在候诊时，很多老人会谈起他们的
陈年往事，当兵、工作、出门远行……长
长的人生有讲不完的故事。对提供陪诊
服务的志愿者而言，张开一双倾听的耳
朵，充当“临时家人”，给予老人的不仅是
看病层面的帮助，更是心灵上的抚慰。

院方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挑选陪诊
项目志愿者时，医院往往会特别关注几
点：首先，志愿者最好在医院工作10年
以上，不仅熟悉地形和医院基本情况，
且是一个热衷公益、自带能量的暖心
人。第二，会说上海话，因为需要陪诊
的老人大多是本地人，沪语交流更能贴
近老人的需求，拉近与老人的距离。

谈及陪诊这项
志愿者服务，陈丽
珍、郭美珍异口同
声：“我们做得很开
心，因为感觉自己
还很有用，能帮助
他人。”

今年，郭美珍66
岁，陈丽珍74岁。两
人都住在六院附近，

一周三到四天步行到六院“上班”。她
们采取“接单”制，没有陪诊任务时，这
群门诊志愿者就在医院门诊的各“雷锋
岗”服务。

陪诊服务公益先行，为有
困难的老人托个底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六院的陪诊服
务始于2022年。彼时，医院与周边一些
社区对接，试点推出“银悦六院”独居老
人陪诊志愿服务项目，专为就医有困难
的独居老人提供全程陪诊志愿服务。
“有需求的患者可通过居委或电话

预约就医陪诊志愿服务。接到预约需求
后，由89名志愿者组成的服务队，会配
合社区为老人提供陪诊。”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副院长狄建忠介绍，“银悦六院”
项目是市六医院打造老年友善医院的一
项重要举措，未来还将整合更多社会爱
心资源，持续解决老人就医之急。

事实上，与六院这项公益志愿者服
务相对，社会上的陪诊服务也在兴起，
由此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社会陪
诊师。他们为患者排队挂号、帮忙拿药
取报告、陪伴看病……陪诊费用一般以
半天4小时、全天8小时计算，收费200-
500元不等。

那么，谁会为陪诊服务买单？据不
完全统计，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提供陪
诊服务的店铺超过500家，生意好的店
铺月销上千单，顶端的陪诊师月入过
万。陪诊的服务对象多为老人、残障人
士等特殊人群。而在网上“下单”的往
往是年轻人，他们帮父母远程订购所需
服务，请人充当“临时家属”。

也有报告预计，陪诊服务在未来十
年会在年轻群体中兴起。

对于这一新兴服务，多名医院人士
向记者表示，且不论到底多少人会从
“看热闹围观”到真正“为陪诊买单”，现
阶段社会化陪诊服务还有就医安全、责
任界定、维权难等边界问题需要厘清。

记者从六院获悉，目前陪诊服务也
仅在与社区对接的独居老人中试点，不
论市场化的服务如何发展，当务之急是
让公益志愿服务先行，为就医确实有困
难的独居老人托个底。

正如罗奶奶所说，她最近一次去大
医院看病是因为耳石症，那还是几年
前，她惊动了邻居陪诊。“现在，我的邻
居也都80多岁了。我认识的人都老了，
还好这次有志愿者，我敢看病了。”

市六医院等沪上大型医院试点陪诊志愿服务，独居老人首批“尝鲜”

“活地图”陪诊，纾解老人就医急难愁

本报讯（记者唐闻佳）今年，上海全市的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覆盖率要达到39%，各区签约服务覆盖率提升1-4个百分
点。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根据《关于推进本市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本市推进2023年度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将进一步扩大签约覆盖，包括支持家庭
医生与居民以家庭为单元签订服务协议，完善市级“互联网+”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平台功能，为签约居民提供在线随访、
健康管理、报告查询等服务。

在“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人”基础上，今年，本市将
稳步扩大签约覆盖率，结合老年人健康管理、长护险评估、孕产
妇保健、儿童保健等工作，推进重点人群签约服务。优化家庭
医生团队与养老机构对接联系机制，实现签约服务在养老机构
全覆盖。以需求为导向，推进各区以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商
务楼宇、校园等功能社区为签约对象，稳步扩大在职人群、在校
学生签约覆盖。以现有签约居民为基础，支持家庭医生与居民
以家庭为单元签订服务协议，促进形成签约服务家庭联动效
应，推进全人群签约覆盖。

在强化服务内涵方面，今年全市将结合社区健康管理中心
试点建设，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功能，按年度为签约居民
开展健康评估和反馈，实施针对性健康指导与干预。家庭医生为
签约居民提供健康咨询、筛查评估、监测随访、家庭病床预约、指
导干预等健康管理服务，有条件的也可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

全市将继续实施市级医院门诊号源按照“两个50%”原则
向家庭医生开放。各区域性医疗中心预留10%的专家号源，通
过医联体优先分配给对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各区
应统筹区域性医疗中心与医联体内医疗资源，对经社区转诊至
上级医院的签约居民，予以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家
庭医生可开具并优先预约上级医院适宜检查、检验项目，探索
预约相关科室住院床位。

全市将完善市级“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平台功
能，鼓励各区基于区域卫生健康信息平台，为签约居民提供在
线随访、健康管理、报告查询等服务。

为充实家庭医生团队力量，鼓励上级医院医师加入家庭医
生团队，本市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内设
医疗机构、诊所等社会办医疗机构、学校卫生室签订协议，将诊
疗、康复、护理、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等专业人员纳入家庭医生
团队。与此同时，全市将建立家庭医生助理制度，引导社工、志
愿者、居（村）委计生干部、长护险评估员、护理员等纳入团队。

为进一步强化签约服务保障措施，市卫健委还要求各区应
结合社区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统筹资源加大机构建设投
入，充实设施设备配置，切实提升康复、护理、口腔等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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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星）2022年上海市
老年数字教育进社区行动总结暨2023年
上海市老年教育数字化工作会昨天召
开累会上累上海老年教育师资共享系统
全面启用累并发布了“智慧生活体验教
室”“星光智慧课堂”“慧学智中医”
等首批18个上海老年教育智慧学习场景
名单累

为全面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
能，2022年，市教委联合市民政局、市老

龄办共同开展了老年数字教育进社区行
动，动员全市近万名社区教育、老年教育
专兼职教师，招募助学志愿者5万多名，
深入社区教授老年人各类智能设备和手
机应用方法。截至2023年初，本次行动
共覆盖全市5932个居村委，覆盖率达到
99.51%；组织区、街镇、居村委等不同层
次的活动近12000场次；配送各类学习
资源超过10万件；线上、线下参与数字
学习的社区老年人数量超107万人。

上海发布首批18个老年教育智慧学习场景

下午四点半，黄浦区回民小学不大
的校园里，一派热闹景象。完成了作业
的孩子们，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开启
“430快乐社团”。操场上，四年级学生
兴高采烈地舞龙舞狮；音乐教室内，三
年级学生和着节拍挥动鼓槌；茶艺室
里，一年级学生听老师讲解我国各个民
族不同的茶文化……

作为上海的一项民心工程，小学生
校内课后服务工程如今已进入全面推
行的第三年。作业辅导、兴趣拓展、爱
心看护——“三段式”的课后服务不仅
破解了很多家长的“三点半接送难题”，
更是通过“5+2”（每周5天、每天不少于2
小时）的形式，让学生们在课后找到更
多兴趣所在的同时，探索创新学习的新
时空。据统计，沪上家长对这项民心工
程的满意度超过90%。

因地制宜，传统文化浸润
课后服务

每天的15:00-17:00，是传统十二时
辰中的申时，随着“双减”落地，“申时校
园”也成为沪上中小学校园里最热闹的
时刻。

地处豫园老城厢的黄浦区回民小
学，只有11个班、236名学生。可其中不
仅有30多个少数民族学生，还有超过六
成的生源来自外省市。面对这一情形，
如何让学校的“430快乐社团”满足不同
学生的“胃口”？

校长杨洁慧选择以传统文化为突
破口。充分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学校
积极挖掘周边城隍庙非遗公益项目的
资源，近年来先后开发、引进了茶艺、舞
龙舞狮、踩高跷、绒绣、掐丝珐琅、面塑
等30多个特色课程项目，让每个学生都
能在课后两小时参加自己最感兴趣的
活动。

同样是打鼓，回民小学的“咚咚鼓

韵”社团就在中国鼓的基础上，加入各
民族不同的鼓种，还会不定期邀请相关
非遗艺人进校表演、开讲座，让学生不
仅有技艺上的提升，还能感受到各民族
不同文化的浸润，帮助他们从小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一所围棋特色学校，浦东新区
上南二村小学的课后服务中，最近又多
了一堂颇受孩子们欢迎的围棋文化
课。孩子们通过学习围棋历史，了解围
棋的起源、围棋外交，以及历史上与围
棋有关的人物或高光时刻，诵读有关围
棋的诗词，感受古今名人笔下的棋礼、
棋品，体会“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人
生哲理。生动的小故事、趣味的小游戏
以及充满挑战的“棋”思妙想进一步激
发了孩子们对围棋的浓厚兴趣。

愿留尽留，参与学生数不
断攀升

2021年下半年起，上海的课后服
务从小学向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延伸。
目前，全市小学和初中学校均已实现

“5+2”“作业辅导+素质活动”相结合
的课后服务全覆盖，学生愿留尽留全
覆盖，参加学生数已超过133万人。

在地处上海市郊的金山区张堰小
学，“三段式”课后服务如今有了因地
制宜的延伸。原来，考虑到学校有半
数以上的家长都是外来务工者，工作
时间相对较长，不少家长会早早把孩
子送到学校，学校就根据这些学生的
到校时间提前开门，还专门安排了体
育老师，带领他们参加体育锻炼。

本学期以来，张堰小学参加课后服
务的学生人数节节攀升。不仅作业辅
导和兴趣课程的参与率达到了100%，
就连最后一档爱心晚看护的参与人
数，也从上学期的10多人增加到如今
的30多人。

张堰小学校长施慧丽介绍，在帮
助每个孩子尽力完成当天作业之余，
为了让他们能有更好的课后体验，学
校除了开设更多兴趣拓展类课程，还
和附近的中侨职业技术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结对，邀请该校大学生作为“志
愿导师”加入到课后服务中来。经过

一段时间的培训和磨合，如今孩子们
和不少大学生导师成了无话不说的好
朋友。

打破围墙，拓展校外课后
育人空间

在推进课后服务的过程中，不少
沪上教育工作者积极思考如何利用好
“5+2”这段黄金时间，在帮助学生培
养兴趣和专长的同时，为素质教育和
学生的个性发展做更多“加法”。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奉贤实验小学
校长何超英最近没少往一街之隔的上
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跑。在她的积极
争取下，本学期学校的课后服务中再
添一档重磅课程“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课程的师资团队非常

强大，不仅有上师大的博士团队，还
有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与
上海天文台的专家、科普作家。授课
形式上，除了30分钟专题讲座、主题
微课、互动实践等，最让孩子们兴奋
的，莫过于即将到来的观星体验。“我
们会结合课程进度，让专家带着孩子
们到学校附近的海滩，通过天文望远
镜等专业设备开展实地观测，在他们
心中埋下热爱科学的种子。”

长宁区绿苑小学的孩子们，上周
利用课后服务时间来到学校附近的社
区绿园八村，用在社区里捡来的落叶
和超轻黏土手工制作了绿孔雀。“绿孔
雀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原生孔雀，属于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儿童绘本作家
徐美玲的讲解中，不少学生深深感受
到保护本土物种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借助绿园八村绿八社区生境花
园、空中花园等自然场地，绿苑小学
和社区联手打造了一张“跨学科项目
化学习课程表”，每周三下午，三、四
年级的学生都能走出校园，在社区里
上一堂自然课。“在学校场地有限的情
况下，我们把课后育人空间拓展到校
外，依托社区独有的地理环境优势，
再结合学校特色课程形成社区项目化
学习内容，探索课后服务发展的新路
径。”绿苑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冯洁说。

上海实现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全覆盖并向义务教育阶段延伸

“申时校园”为学生个性发展做“加法”

长宁区绿苑小学和社区联手打造“跨学科项目化学习课程表”，让学生走出校

园，到社区里上自然课。 （受访者供图）

①独居老人在志愿者陪同下挂号、缴费、进入诊室问诊。②③没有陪诊任务时，志愿者们回归门诊区域服务患者。 均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制图：张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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