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你们现在上夜班啦？！”近期，上

海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属医疗机构相继

开出夜间门诊，一时间，便民利好消息传得飞

快。有居民马上通知家庭群、楼主群，“晚上

可以去社区医院看病，不排队！”也有居民笑

言，这是“夜色疗人”。

记者从闵行区卫健委获悉，从下周一起，在

前期试点基础上，闵行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将全面推开“夜门诊”。

夜间门诊能看什么病？患者就医体验如

何？进一步优化全市分级诊疗格局，让更多老

百姓获得就近就医的更大便利，开设夜间门诊

对医院意味着哪些新挑战？如何把这件好事办

得更好？记者近日蹲点闵行、嘉定等地的夜间

门诊，一探究竟。

社区诊室晚上亮灯，便民就医
迎哪些利好？

下午4点多，结束当日门诊后，全科医生顾

红伟快速吃下两只粽子，骑着摩托车上路。4

点20分出发，4点40分到达目的地——闵行区

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龙柏分中心。

“吴中路晚高峰太堵，怕迟到！”顾红伟平日

上下班开车，这晚，他排班到分中心出“夜门

诊”，所以特地决定“四驱变二轮”，准时上岗。

一间亮灯的诊室，一名医生，晚5点，这个

社区的“夜门诊”准时开诊了。今年5月22日

起，闵行区卫健委推出“夜门诊”便民服务，希望

解决部分居民尤其是“上班族”晚间家门口就医

需求。莘庄、古美、虹桥、马桥等4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率先在中心、分中心或服务站试点这

一“夜门诊”延时服务。

晚上谁会来社区看病？“夜门诊”的统一标

示灯箱亮起，有人循着灯光来了。

临近晚上6点，20岁刚出头的小伙跑进来，

“这能拆线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小伙快速在窗

口挂号，紧随护士李嘉昕进入操作间。“大医院

门诊结束了，我这也不算急诊，但明天一早我要

去外地上船了，这里能拆太好了。”小伙说。

时钟划过晚上6点，就诊者又陆续来了好

几位，基本不用排队，来了就能看上医生。

一名高中女生肚子疼，由妈妈陪同而来。

“去年9月开学后，她就不太对劲，可能是宿舍

合用卫生间不习惯，她甚至住校一周都不排便，

急死人。”妈妈很心焦。“也许和精神压力也有关

系，不要急。”顾红伟细细询问，耐心开解。

“医生，我下午开始头痛，会不会是‘阳’

了?”“阿姨，你有点低热，我给你开点药，万一

‘阳’了也别紧张，我们社区有小分子药的。”顾

红伟安抚着老人。

在龙柏分中心，“夜门诊”运行一周不到，病

人口口相传：有“上班族”抽个空，跑来给家中老

人开药；有路过的阿姨感觉“近期胃不舒服”，前

来预约一个白天门诊的HP幽门螺杆菌检查；

还有人，查出了“意外的病”。

在顾红伟的诊室里，乐女士本想配点皮炎

平药膏。“你要不要测一个血压？”插入她的医保

卡，顾红伟的医生电脑平台上自动跳出对35岁

以上人群的“首诊测血压”提醒。一看测试结

果，“160/106”，血压明显偏高了！在医生的建

议下，乐女士先去配药，过10分钟坐定再测一

下。“170/100”。

诊室的气氛有点紧张了。“也可能是看到白

大褂紧张了，但达到170要警惕了，这两天再自

测观察下。”顾红伟叮嘱乐女士，现在年轻人高

血压的不少，不可掉以轻心。

送走乐女士，顾红伟摘下口罩喝口水。临

近晚上8点档，病人没有再一个接一个地来了，

此时，他打开手机，开始利用碎片时间回复家庭

医生签约居民群里的消息。

为急诊减压，“夜门诊”扮演什
么角色？

在嘉定区中医医院，新挂上的蓝色横幅十

分醒目：“夜门诊工作日17:00-20:30”。

得知这一消息后，上班族侯女士吃过晚饭

后，赶来挂皮肤科的号。就在前几日，不知是被

蚊虫叮咬还是过敏，侯女士的右眼眼角处起了

个小疙瘩，“很痒，一挠就肿了，现在又痛又痒。”

听完侯女士的自述，嘉定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

主任医师刘杰开始触诊。“考虑是麦粒肿，建议

你去眼科看一看。”

“那是不是需要重新挂号？”侯女士有些不

解。刘杰用手指了指，“眼科就在对面，你直接

过去就行。”稍走几步路，“夜门诊眼科”的标识

牌很显眼，眼科主任宋小莉正在诊室内坐诊。

了解完情况，她建议侯女士先用药、再观察一段

时间……前后不到10分钟，两位医生“无缝衔

接”，侯女士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5月4日起，嘉定区中医医院正式推出“夜

门诊”，共有7个临床科室扩容医疗服务，包括

眼科、耳鼻咽喉科、中医内科、针灸科、推拿科、

皮肤科、妇科。方便患者的同时，为节约运营成

本，院方还重新规划了就诊路线，将眼科、五官

科、中医内科、皮肤科、妇科诊室统归在3楼，针灸

科、推拿科诊室则设置在启良路门诊1楼。

“前期调研时，我们发现双休日就诊患者多，

尤其是皮肤科、妇科、眼科等科室，年轻患者居

多。此外，还有不少患者工作日比较忙，没时间

看病，不得不将就诊需求延后，攒到双休日。”嘉

定区中医医院副院长金伟国介绍，正是基于这些

背景，医院开始酝酿新方案，考虑把晚上的时间

用起来，进一步便捷市民就医。今年年初，“夜门

诊计划”被嘉定区中医医院列为年度重点工作计

划之一。经充分准备，最终选定7个热门科室，在

上个月推出。

随着皮肤科夜门诊运行半月有余，刘杰观察

到，患者类型开始丰富起来。“刚开诊时，患者以皮

肤急性过敏为主，如过敏性皮炎、急性荨麻疹、急性

湿疹等。现在，病种更多样，皮肤科常见的病种已

基本覆盖。”

当天开诊不到1小时，刘杰看了近十位患者。

眼睑皮炎、接触性皮炎、玫瑰糠疹、疤痕、带状疱疹

等各类患者均有，其中更不乏孩子。

“随着‘夜门诊’的推出，我们也希望打破一些

患者的固有就诊观念。比如，白天有病可以看门

诊，到了晚上，稍微有个头疼脑热，可不要直接冲到

急诊去。”在金伟国看来，“夜门诊”不仅便民，在一

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急诊压力，将急诊这条生命通道

让给更有需要的患者。

和白天相比，“夜门诊”体验如何？

对医生来说，排到晚上出门诊的班头，很可能

就意味着“白天连着夜里上班”，辛苦自不必言。对

此，白大褂们怎么看？

采访中谈到这个话题，顾红伟不经意间想起了

过去的一段职业经历——多年前，他就看过“夜门

诊”，熟悉这个工作节奏。

“我们这代人20岁左右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当

时这里还叫虹桥卫生院，大概在每年7月到9月，会

开出‘夜门诊’，晚上有时甚至要看六七十名患者，

忙到天亮。”顾红伟感慨，过去，由于生活条件有限，

空调尚未普及，许多人晚上电风扇吹一夜，弄不好

就着凉了。

此外，当时推出的“夏季夜门诊”里，肠道门诊

的就诊患者较多，因为夏天食物容易变质，从前保

存条件有限，加上大众的食品安全意识也不高，很

容易就吃坏肚子。

顾红伟于1986年参加工作，一晃已37年，看着

这里从虹桥卫生院一路变身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正如他所言，一度火热的“夜门诊”，其实与

城市建设与卫生资源布局紧密相关。

不过，对医患双方而言，在夜里看病，有些体验

还是很不一样。

“夜里时间相对宽裕，病人没那么多，可以多交

流点，患者感觉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包括顾红伟在内，不少社区的白大褂都提及，随

着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对家门口的医院抱有新期待，

社区的全科门诊白天有时很忙，病人免不了要排队，

医生也只能闷着头看病。此外，全科医院不仅要坐

诊，有时还要上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或到居民家里

协助开展长护险评估。各种事情叠加下来，社区医

生们和居民交流的时间就少了。而在顾红伟看来，

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离不开医生与社区居民之

间的“黏性”，这份信任和默契是日常与居民一点一

滴的交流中积淀下来的。相对来说，“夜门诊”没有

这么拥挤，医患之间的交流也能更从容一些。

在闵行区，继前期陆续推出“轻诊室”“微急诊”

后，相关负责人表示，在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

基础上，综合考虑居民需求，自6月5日开始，所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夜门诊”实现全覆盖。

上海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属医疗机构开出夜间门诊，记者蹲点一探究竟——

三问“夜门诊”：看哪些病？谁来看病？怎么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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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嘉定区中医医院眼科主任宋小莉和皮肤科副主

任医师刘杰正在“夜门诊”坐诊。均本报记者 李晨琰摄

很多上班族没时间看病？在上海，这似乎

是一个伪命题。记者调查发现，上海的三甲医

院周末普遍开设双休日门诊，有的甚至是周

末两天门诊“全开”。那么，对于“夜门诊”，市

民感受如何？有一名看过“夜门诊”的年轻人

在社交媒体上敲下这行字，“晚上下班后顺便

来看个病，可以把周末的时间完全留给自己，

睡个懒觉也好的。”

采访中，还有居民提问：为何开夜间门诊

的三甲医院少？记者查询发现，全市30多家

三甲医院里，部分医院曾在近年开设过夜间

普通门诊。去年6月，新华医院开出“夜门

诊”，时间为17时至20时，方便市民错峰就

诊。而每年夏季，新华医院也会适当开设儿内

科夜门诊，方便上班族带着孩子就医。不过，

把“夜门诊”扩展到成人科室，去年却是首次，

覆盖眼科、皮肤科、儿童血液肿瘤科、儿童神

经科、儿童呼吸与哮病科等9个专科，其中大

部分是夏季常见病、多发病。

客观地说，推出几个夜间开设的诊室，从

患者的角度看意味着选择更多元、更方便，但

从医院的管理来看，提供这项就医便利服务，

其实并不简单，甚至称得上是“挑战”。

接受采访时，也有医院负责人直言不讳：

上海不少三级医院都曾开过夜间门诊，但后来

往往因成本问题而停办。因为，大部分患者有

白天就医的习惯，有些“夜门诊”一夜接诊患者

仅个位数。“对患者来说，‘夜门诊’只是延长了

几小时的门诊服务，但对医院来说，医技、药

房、检查、后勤保障、安保等各环节的工作人员

需要和医生护士一起加班，这都是成本投入。”

就拿嘉定区中医医院来说。为了辅助临

床科室开展夜间门诊，医院此次同步延长了

中医综合治疗、中药房2个辅助科室的诊疗

服务时间。

还有一个就诊的实际问题是：即便能看

“夜门诊”，大部分检查仍需要白天赶到医院

做。有医院负责人谈到，“不少医学检查需要患

者空腹进行，夜间门诊会给这部分患者造成困

难。另外，夜间出现紧急情况的患者，往往也会

直接选择急诊，而不会考虑到夜间门诊就诊，

综合考虑，不少医院停办了‘夜门诊’。”

如何保障医生休息，也是另一个需要多

方权衡、统筹考虑的问题。在蹲点采访时，记

者遇到了一位针灸科医生，傍晚五点刚结束

一天的门诊，匆忙扒完几口饭，就要无缝衔接

“夜门诊”。一天忙下来，他顾不上歇口气，又要

投入新一轮工作……

联想到近年来，随着不少医院陆续推出

“夜门诊”、双休日门诊，医生的工作时间其实

已在原先的基础上被拉长。无怪乎有网友说，

“‘夜门诊’，对上班族来说确实很人性化，但对

医生来说未必人性化。”

2018年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

书》显示，三级医院医师平均每周工作51.05小

时，二级医院医师平均每周工作51.13小时，一

级医院医师平均每周工作48.24小时。

在采访中，也有医院管理者向记者透露，曾

有计划推出“夜门诊”，但来自医生的阻力大，最

终不了了之；也有医院设法在医患需求间取得平

衡，根据季节动态调整“夜门诊”的开放。比如，沪

上不少二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就曾试水夏季特

色门诊，推出中医内科、针灸、小儿推拿、中医综

合治疗等火爆的“冬病夏治”诊疗服务。

开诊半个多月来，嘉定区中医医院“夜门

诊”日均接诊患者近50人次，最高峰时可达100

人次。金伟国表示，此后将依据患者就医需求

动态调整医务人员安排和诊室开放情况。“我

们也有计划推出‘夜门诊’线上预约服务，这样

也能有的放矢安排医护人员的休息时间。”

合理设置“夜门诊”，这是一道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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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鹏）昨天，“学习二十大，争做好队员”上海
少年儿童庆“六一”科创主题活动在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

行，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教委、市少工委共同主办。

活动现场，大家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英学校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参加活动的少先队员们纷纷表示，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不负党和人民的期待，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努力争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童。少

先队辅导员们表示，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

人民教育家为榜样，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据悉，从2003年首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和首届

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评选活动开始，全市共产生234名“小

院士”，其中9名“小院士”荣获市长奖，8名获得市长奖提名。

“20年20事”上海少年科学院主题展和“红领巾、爱科创”科

创走廊在活动现场进行展示；现场还颁发了2022-2023学年上

海市红领巾奖章“十佳四星章”和第一届上海市少先队辅导员

“幸福人生”风采大赛一等奖。

市委常委、副市长郭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靖，市政协

副主席陈群出席活动。

庆“六一”科创主题活动举行

小朋友现场展示智能穴位按摩器。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时至初夏，不少大朋友、小朋友已扳着

手指为暑假倒计时。关于营地的话题也渐

渐热起来：亲子营，游学营，探索营……

与之相对应，近期，东方绿舟、上海辰

山植物园入选2022年国家青少年自然教

育绿色营地。这是上海首次有单位入选国

家级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名录，营地

教育在绿色渐浓的超大城市里，就此有了

丰富广阔的实践形式和探索空间。

何为营地教育？海外专业协会曾明确

定义：一种在户外以团队生活为形式，并能

达到创造性、娱乐性和教育意义的持续体

验。而东方绿舟教研部长蔡淑琴则有自己

的注解：有机融合自然资源的无痕教育，让

青少年“有目的地玩”和“深度探索自己”。

此前，市政协在相关调研中明确，对标

绿色营地建设，应进一步强化专职自然教

育师资队伍；凝练特色亮点，在自然教育和人

文教育充分融合的前提下，于研学实践和劳

动教育方面提升服务能力。

此次入选国家级名录，对于老牌教育营

地东方绿舟而言，意味着更多探索。东方绿

舟党委书记杨昕这样凝练：充分发挥绿色生

态资源优势，挖掘师资潜能，丰富营地体验，

创新营地课程，同时也需要更多有竞争力的

主体参与丰富营地教育内涵，提升行业活力。

先天优势

细数东方绿舟的抬头：国家安全馆、公共

安全实训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生态环保

基地……这些“牌子”所认证的就是一种优

势，因而，接驳起各类资源也相对容易。

比如，市应急管理局会普及森林遇险、遭

遇泥石流等突发自然灾害情况时的应对知

识；市高级人民法院会将相关环保案例放入

基地，让营员对环保有不同维度的认知……

师资是另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东方绿

舟共有师资170多名，教官教师各半。这在

全国范围的营地教育中都属于“顶配”。

资源集聚，是否发挥了最大效应？

蔡淑琴认为，在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方

面，老牌营地也有积极探索。“绿色，不只是一

个教育目标，更是一种环境的供给。营地注

重让自然环境同营地教育相融合，在开阔自

然的空间环境中，营员们对自我综合素养会

产生无形要求。实践中，教员们也很快意识

到自然疗愈的作用。”

蔡淑琴举例说，东方绿舟有一大片梅林，

林中数千株梅树簇拥。这是美景更是营地教

育的载体。曾推出摘梅果、酿梅酒的亲子营

活动，“去演绎、感受一种幸福的生活状态和

生活美学。亲子在劳作中更完整地认识彼

此，这对促进家庭关系、构建幸福生活的能力

都是利好。”

后续动能

“顶配”的师资意味着不断推陈出新的能

力，但这也是东方绿舟面临的困惑：每年承担

的学生校外实践教育任务数量多、担子重。“有

时一下子会来68辆大巴，2800多名师生，一小

时内完成在东方绿舟地球村下车、集合……”

这让他意识到，大体量大流量，对营地教育的

更高质量提出需求。老牌营地亟需更多创新

表达。

当下，营地教育的赛道涌入越来越多经营

主体。杨昕建议，“如果能在制度层面有所创

新，会吸引更多经营主体投身营地教育。”以市

场力量搅动营地教育的一池春水，他认为，良

性竞争对行业发展有促进作用，营地教育需要

更丰富的内涵。沪上的郊野公园即为可利用

的营地资源，而星罗棋布的小营地也需要行业

标准进行规范。

东方绿舟、上海辰山植物园入选    年国家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

今年暑假，足不出“沪”也能玩出新花样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在洋山港海事
局的远程守护下，靠泊在冠东国际集装箱

码头的大型集装箱船舶“地中海阿波琳”日

前卸货完毕。这标志着洋山深水港冠东码

头吞吐量正式突破1亿标准箱。

洋山深水港开港以来，洋山港海事局

一直致力于通航能力提升的研究和创新，

先后推出了国际航行集装箱船舶双套泊、

内支线集装箱船舶双档靠泊、国际航行集

装箱船舶双窗口离泊、洋山港主航道双向

通航等“四双”创新举措，港口通航能力

大幅提升。

据洋山港海事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四个月，冠东码头安全进出国际航行集装箱

船舶1040艘次，同比增长12.7%，月均进出

260艘次，相较于前三年月均水平增长约

18.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66.5万标准箱。

同时，内支线集装箱船舶水水中转一直

是洋山深水港集装箱周转的重要形式和吞吐

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约有140艘内支线集

装箱船舶经营挂靠洋山深水港。今年前四个

月，冠东码头完成水水中转173.9万标准箱，

月均水水中转43.48万标准箱，较前三年平均

水平增长约14.8%。

洋山港冠东集装箱码头吞吐量突破1亿标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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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顾红伟在坐诊中。 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