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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相约社区夜门诊针灸、推

拿、做理疗……在上海，近半年里，一些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的夜间延时门

诊，不仅迎来周边居民的到访，更有一些

上班族、年轻人经口口相传专程赶来。

2023年6月，本报曾报道过上海

各级医院开设的“夜门诊”（见文汇报

2023年6月2日报道《三问“夜门诊”：

看哪些病？谁来看病？怎么看病？》）。半

年多来，社区里的夜门诊有哪些新动

作？又凭着哪些服务吸引年轻的“新面

孔”前来求医问药？临近春节假期，记

者到沪上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夜

门诊一探究竟。

不去挤大医院，就医多
了一个新选择

晚上7点多，记者在黄浦区打浦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夜门诊遇到王先

生，而当值的推拿医生周东正在给他做

推拿。王先生家就住附近，“临近过年，

单位事情特别多，我的颈椎病又加重

了。之前在这里推拿过一次，效果不错，

今天是请假过来的，一会儿准备再去

单位加会儿班。”或许是“久病成医”，

王先生跑过不少医院。他去过三甲医

院，也考察过社会上的一些推拿机构。

“三甲医院人太多，而一些社会机

构里‘Tony老师’太多，人体肌肉、解剖

未必有我清楚，却一个劲地推销我办

卡。综合比较下来，周医生给我推拿的

效果最好，我就认定这里了。”用王先生

的话说，社区夜门诊的好处显而易见：

专业靠谱、可刷医保、随到随看不排队。

如此“懂经”的，还有不少都市白

领。上海市名中医工作室基层工作站

负责人、打浦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医全科副主任医师王杰定期轮到夜门

诊，他发现，夜门诊里除了一些附近的

老年居民——白天忙着带第三代，晚

上有空出来看门诊，更多的是年轻人。

不少80后、90后不仅在朋友圈、社交

平台分享在社区夜门诊的推拿、针灸、

拔火罐经历，有的还相约下班后结伴

而来，以看肩颈、腰椎问题的居多。

“看到医院官微上推文，说新开了

夜门诊，我特地来看看。”在王杰的夜门

诊上，患者陈小姐从宝山区乘坐地铁而

来。她特别看重的，是该中心中医“背

靠”瑞金医院魏氏伤科的专业背景。“非

遗”魏氏伤科辐射到社区，开出中医药特

色膏药、功法导引、药浴熏洗、穴位按揉

等特色服务，并在夜门诊同步开展。

2023年11月1日起，打浦桥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原有中午连续门诊基

础上，推出门诊延时服务,覆盖周一到周

五的全部工作日夜间以及周末白天；与

此同时，开设的科室和服务包括全科门

诊、中医适宜技术、康复理疗、护理服务

等。如此“自我加压”，不仅满足了周边居

民夜间就医的需求，也让不少人多了一

个“挤大医院”之外的就医新选择。

“有人常驻、有灯常亮”，用打浦桥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金迎的话说，

“延展的服务不仅温暖了群众的心,也体

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

服务持续“上新”，夜门诊
还可输液

“医生，我昨晚咳了一整宿。”晚上7

点，刚下班的顾女士赶到嘉定区马陆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夜门诊，身上的工牌

都还来不及摘去。接诊的全科医生吴肖

玮为她测了体温、指脉氧，“体温37℃，血

氧饱和度98，生命体征平稳。”

顾女士已咳嗽两天，自己买过药水喝，

但感觉疗效不好，白天又没时间看病，听

同事说社区有夜门诊，就想赶紧来看看。

“扁桃体确实有红肿。”吴肖玮查看

顾女士服用的药物，发现是一款小儿止

咳糖浆。“你的药没用对，我给你开点止

咳化痰药物，如果病情加重，建议来做一

个呼吸道病原学检查。”

冬春时节，呼吸道传染病进入流行期，

为承接部分上级医院的接诊压力，自2023

年12月起，嘉定区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陆续开设夜门诊。马陆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自12月18日起推出夜门诊，从早上8

点至晚上9点，成人、儿童均可就诊。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就诊人数不算

多，但对有需求的患者而言，夜门诊是很

有必要的。”马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务科副科长徐俊介绍，在推出夜门诊后，

中心还同步延长了输液服务。

输液室内，12岁的小王一边玩游戏一

边输液。“他在家咳嗽一周了，前两天又开

始发烧，到附近的二级医院一查，是呼吸

道合胞病毒，已经从急性支气管炎发展到

轻度肺炎。”爸爸王先生听说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也能输液后，赶紧带着孩子过来。

“在上级医院完成第一次输液后，没

有药物过敏等反应且病情稳定的患者，

可以携带医保卡、药品、病历本和处方单

等材料到中心简易门诊挂号，医生开具

转诊输液单后即可输液。”徐俊告诉记

者，最高峰时中心门诊日均接待输液患

者50人左右，近来输液患者明显少了，

这波呼吸道疾病的诊疗量正持续下降，

医生压力也小了不少。

“在社区夜门诊输液的人比儿童专

科医院少多了，确实比较方便。”临近晚

上8点，小王完成输液，王先生就带孩子

散步回家。

不仅便利而且专业，社区
康复被夸“真宝藏”

社区夜门诊到底可以看什么——这

也是不少社区医疗机构管理者思考的问

题。在打浦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夜门诊

的康复门诊深受就诊者夸赞。

“我们考察过不少地方，一走进这

里，看到这么多专业设备，再接触了这里

的康复医生、康复治疗师后，对社区印象

大大改观，‘真宝藏’！”徐妈妈带着上中

学的儿子小潘来做康复。15岁的小潘打

篮球时不慎摔伤，在瑞金医院骨科接受

手术后，术后康复被提上日程。

由于小潘今后想往田径运动发展，对

康复的需求不只是恢复走路，而是要恢复

到运动甚至竞技状态，所以徐妈妈一度很

心焦，也咨询了不少社会机构、医疗机构

的康复项目。最终，她选择了家门口的社

区医疗机构，不仅仅因为这里可以刷医

保卡，更重要的是康复团队的专业度。

打浦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启夜门

诊后，小潘正好成为夜门诊康复科的首

批患者。90后康复治疗师张阳还记得这

名中学生首次来夜门诊的样子：一瘸一

拐，脚上还穿着保护脚踝的护具。

“他最终是要回归运动状态的。”康复

者的诉求，也是张阳的工作目标。在这里，

每名康复者都连接着一个“工作群”，群

里有康复医生、康复治疗师、社工、患者、

家长（如果患者是未成年人）。在工作群

启动后，除了分享患者之前的手术等就

医治疗记录，就是讨论医患共同配合的

康复方案。张阳会时不时地往群里发一

些带练动作视频，方便康复者在家能对

照练习。也因此，张阳手机里的患者群越

来越多，对于每名患者，他都会在初次见

面时，询问对方的短期或长期康复目标。

有人要求能尽快打字，有人则希望自己

能早日拿筷子吃饭……要求五花八门。

接受五六次康复治疗后，小潘的疗程

基本结束，因为能重新“摆出”一些腿脚日

常动作，这名言语不多的男孩又一次露

出了笑容。“原来认为社区就是配配药，

孩子这次康复经历，让我们对社区医疗

机构有了新的认识。”徐妈妈感慨地说。

“全科+特色专科”延时服
务，为健康“留盏灯”

将门诊时间延一延，看似是短暂延

长，实则为一些人提供了不少便利。在闵

行区，1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2023年

6月起实现晚门诊服务全覆盖，统一服

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傍晚5点至晚上

9点。

2023年5月22日起，虹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龙柏分中心作为闵行区4家试点单

位之一，先行推出晚门诊延时服务。“从最

初的几个人到十几个人，如今晚门诊日均

接诊五六十位患者。”虹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务科负责人张芳芳说，运行大半

年，晚门诊不断筑牢群众基础，加之周边

社区多、商场商务楼多、交通便利，患者口

口相传间，晚门诊的“牌子”越来越响。

傍晚6点，记者到达虹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龙柏分中心，中医全科医生张

祉薇已接诊十多位患者。诊室中，金老伯

刚坐下，张祉薇便熟悉地打招呼：“老先

生，又来配高血压药？”这是一名家庭医

生签约居民，张祉薇认得。

“老人要忙家务、接送孙辈上下学，

年轻人忙工作，大家白天的行程都排得

很满，晚上时间相对充裕些。”张祉薇介

绍，晚门诊在傍晚5点及晚上7点后均会

出现就诊小高峰，“大家下班放学，或者

吃好晚饭就来了。”

在晚门诊推行过程中，基层医疗机

构也在不断思索，如何更契合患者所需、

开展适宜的服务。经调研排摸，目前，闵

行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科诊疗基础

上新增了1到2个特色专科延时服务。比

如，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龙柏分中心

增开了中医门诊延时服务、古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开设针对上班族的康复理疗

服务、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PICC

护理门诊延时服务等。2023年11月，颛

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则在全科门诊的基

础上，增开了儿科、中医科以及检验科。

“当时考虑到呼吸道疾病高发，就诊

患儿及初诊患者多，简单配药无法满足患

者就医所需，大家对提供检验服务的呼声

很高。”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郑

秀丽记得，检验延时服务一推出，就诊人

数明显上升，截至今年1月底，晚门诊共服

务患者2518人次，检验量达1170人次。

“患者需要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

实现双向奔赴，是我们的工作重点。”郑

秀丽的感受，也是社区医疗机构管理者

的共识。眼下，各家还在计划着开年后的

夜门诊服务内容。从现有实践看，上海的

社区夜门诊，不仅仅是服务时间的延长，

也在延伸着社区医疗服务的边界，从“问

计医疗”到如今“问计健康”。

从针灸、推拿，到输液、做检验……半年多来，在方便周边居民的同时，也逐渐吸引更多“新面孔”

申城社区夜门诊回访：延时之后医疗服务边界也在延伸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李晨琰

龙年春节脚步日益临近，沪上中

小学生的寒假作业也年味四溢。记者

从多所中小学获悉，在“双减”政策持

续推进下，多数学校都大幅减少了书

面作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生动有

趣的实践类作业。不少学校更是将寒

假作业的主题设计与传统节日和民俗

劳动巧妙结合，力求让学生在沉浸式

体验中，度过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寻找春节风俗，寒假作
业“晒年味”

作为“龙的传人”，不少学生的寒

假作业中“龙”元素满满。黄浦区卢湾

一中心小学二（1）班学生袁初澄最近

就“晒”出他找寻的年味——和小伙伴

一起舞龙。不久前，他跟妈妈一起去

崇明看了舞龙舞狮表演，还在当地老

师傅指点下，和小伙伴体验了一把舞

龙。“当我们自己尝试时才发现，舞龙

真不容易，要一边走、一边配着鼓点

舞，不仅要有充沛体力，还要尽可能保

持肢体、步伐的协调性。”袁初澄说。

“红领巾晒年味”是今年卢湾一中

心小学推出的特色寒假实践作业。“春

节前，全国各地都有丰富的民俗活动，

考虑到不少学生会举家出游，我们就

希望孩子们在外出游玩时能细心观

察，主动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在‘润

物细无声’地完成这份寒假作业的同

时，厚植家国情感。”卢湾一中心小学

副校长徐继红表示。

在上海市梅园中学，学子们跟

随着记忆中的年味展开了一场“寻

年之旅”。春联、福字、书画、舞龙、

窗花……学生们巧手制作，在传统技

艺中融入各自创意，寄托对龙年新春

的美好期盼。

梅园中学副校长戴蔚勤介绍，

“寻年之旅”不是简单的手工制作，更

是在寻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学生在活动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

理解与认同。

在“过忙年”的仪式感
中，感悟举家团聚的幸福

新春佳节将至，如何引导在家的

学生养成热爱劳动、孝老敬亲的良好

品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记者发现，

与家里人一起置办年货、扫屋除尘等

内容“爬”上中小学校的寒假作业单，

学生们在民俗劳动中感受到长辈平日

里操持家务的劳累，也在实践中表达

对家人的感激之情。

“过年时，家家户户都有置办年

货的习俗。请当一回小小统计员和

爸妈一起罗列年货开销清单，制作一

份创意年味手账。”这个寒假，杨浦区

控江二村小学的学生迎来一份特殊

的寒假作业：买年货。

“八宝饭20元，太妃糖40元，灯笼

40元，年宵花30元……”这几天，控二

小学二（2）班的方昕跟爸爸妈妈一起来

到新春集市，细心的她把各类花销做成

《年货购物清单》手账，详细记录各类物

品的价格。对00后、10后的学生而言，对

春节前置办年货这件事原本是陌生的，

这道寒假作业不仅让学生们了解传统春

节习俗，也在实践中增长劳动技能和数

学知识，感悟“一家之主”的责任感。

为了过好年，很多人会拿出一个月

的时间作准备，俗称“过忙年”。这个寒

假，上海市松江区泗泾第五小学和奉贤

区汇贤 ·奉浦联合中学的学生们也开始

“忙年”了。他们参与到迎新年“扫屋除

尘”活动中，成了家里的劳动小达人，房

间的各个角落变得焕然一新，学生们在

劳动中感悟到举家团聚的幸福。

体会父母的辛劳，传承家
风学会感恩

这个假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附属

松江实验学校（花园分校）的学生体验

了一次特别的作业：与父母一起去上

班。按照学校的设想，做一天“小小打

工人”，是想让学生观察父母为家操劳

的身影，了解传承好家风，用最真实的

文字、最真挚的情感，记录下这份平淡

之中的亲情，体会长辈对自己的付出，

学会感恩。

清晨5点30分许，天还没亮，上经贸

大附校花园分校六（8）班学生许哲就跟

随爸爸来到位于松江G60科创走廊的工

作单位。令许哲没想到的是，从早晨9

点到晚上6点，父亲几乎没离开过自己

的办公桌，甚至忘记了许哲的存在。一

天下来，许哲感触很深：“我从来没想过

爸爸上班这样辛苦，以后我要以爸爸为

榜样，让他少为我操心。”

这几天，徐汇区高安路一小五年级

学生尼莫在家里苦练厨艺。原来，不少

学校今年都将“学会做菜”列入寒假作

业。梅干菜烧肉、上汤娃娃菜，从蔬菜肉

类的切配到烧制，全部都由她一人完

成。看到色香味俱全的菜品端上桌，尼

莫的父母连连称赞女儿厨艺了得。

“每天吃妈妈烧的菜，我经常挑三拣

四，自己做了才知道，做菜非常辛苦。”尼

莫说，今后一定会用心品尝一饭一菜，体

谅父母的辛苦劳作。

春节民俗和劳动体验结合，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龙”元素拉满，今年寒假作业年味四溢
■本报记者 张鹏 王星

黄浦区卢湾

一中心小学的学

生在崇明体验民

俗活动。

（受访者供图）

 

马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夜门诊提供输液服务。

本报记者 李晨琰摄 制图：张继

 居民在打浦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夜门诊推拿。

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上接第一版）

重拾过年仪式感，是承上启下的责
任使然。社会建设中，青年一代渐成中
坚力量。在家，他们也从初一赖床贪睡
的那个，成了叫早煮汤圆的那个。责
任，是抵挡风霜雨雪，也是续写家风美
德。当孩子问起自己背诵的“总把新
桃换旧符”是什么意思时，把孩子扛
在肩上，教他们亲手把桃符贴在门上
吧。带着爱的文化滋养，足以令他们铭
记一生。

重拾过年仪式感，也是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自觉。源浚者流长，

根深者叶茂。当“过春节”在地球村渐成
风尚，自己的宝贝还得自己识宝。成长
于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未来一代，将会走
向更远的世界、更大的舞台。到了那时，
讲好“中国故事”，或许就要从答好“春节
何以成联合国假日”开始。因为，平视世
界的底气，从大国崛起的硬实力里来，也
从创造一个家庭的文化记忆、传承一座
城市的文化根脉、形塑一个民族的文化
风貌而来。

把年味传下去吧，因为那便是把对
家国的美好祝福传下去，因为那便是把
对创造美好明天的勇气与希望传下去！

把年味传承下去

（上接第二版）

据市政府征兵办介绍，本市去年

征兵工作取得优异成绩，大学毕业生

征集比例创历史新高，超全国平均水

平，征兵工作“五率”考评跻身全国

总评优秀行列。今年上、下半年征兵

分别自2月20日、8月15日开始，3

月31日、9月30日结束。征集对象以

高中及以上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为

主，优先征集大学毕业生尤其是理工

类专业大学毕业生和备战打仗所需技

能人才。

市委常委、警备区政治委员胡世军

参加会议。

全市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上接第二版）找准服务国家战略、助力

上海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进一步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维护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时刻站稳人民立场，预

防、打击、保护、监督综合施策，切实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有效

防范化解矛盾。坚持法治思维、法治方

式，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高标准推进

“数字检察”，高水平锻造检察铁军，持续

强化干警业务素质，培养更多与超大城

市法治需求相适应的专业人才。要永葆

对党绝对忠诚，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以昂

扬的斗志和持久的战斗力更好地维护稳

定、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勇主持会议并

讲话。

更好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