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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医”到“智慧家医”，“方庄模式”为居民提供精细化医疗水平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乐琪）近日，作为

2023年服贸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卫

生高峰论坛如期举办，其间，首都卫生

健康领域“总结式成绩单”—首都卫

生发展科研专项2012至2022年十大成

果发布。

作为基层医疗机 构科 研成 果的唯

一代表，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智能化社区慢病管理信息系统”榜上

有名。

近10年的心血浇灌，如今终于结出了

甜美的果实。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老

两任主任—吴浩和刘新颖手捧荣誉证

书，激动难言。

在他们和团队并肩努力下，“方庄模

式”为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资

源配置蹚出一条新路，提供了一个可复制、

可推广的样本。“智慧家医”的新模式在方

庄诞生，几经迭代、不断成长，如今已走出

方庄，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如何让“方庄

模式”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让更多的

京城百姓享受到“智慧家医”的成果，

这让以吴浩和刘新颖为带头人的方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队感到紧迫。2018

年，他们第三次申请“首发”重点攻关项

目，这次的研究课题是“智慧家医健康

管理推广与示范”。

很快，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相

关企业共同开发的智能化慢病管理平

台、移动终端健康管理应用和临床辅助

决策支持系统，与全市10个区14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

务信息系统实现了对接。刘新颖说，这样

的示范性推广，加速了“互联网+社区卫

生服务”的整体推进速度，也深化了北京

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重要内涵。

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少机构向方

庄团队表达过疑惑：系统模块之间怎

么连接？接口怎么完善？信息安全怎么

保障……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智慧家

医”的实践过程中，被源源不断地提出。

为此，在项目推广的过程中，方庄团队

还完成了国家卫健委标准化试点项目

及国家标准委全国第四批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撰写了两期

“互联网+健康服务标准化建设指南”，

建立了互联网应用于健康管理服务的

11类29项企业标准，这些标准化建设成

果还被应用在全科规培中。

这就给“智慧家医”的建设立下了

一定之规。“标准化操作，是解决个性

化问题的唯一途径。”刘新颖说。

2019年，作为推进民生保障精准

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任务，“推广‘智

慧家医’服务，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和水平”被写进了《北京市政府工作报

告》。“智慧家医”的推广成果不断涌

现，根据市卫健委提供的数据：到2019

年底，“互联网+”赋能全科医生的服务

模式已覆盖全市超过80%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当年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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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庄“智慧家医优化协同模式”

作为“构建并推行分级诊疗制度”的唯

一代表，被纳入展览公开展示。吴浩、刘

新颖与同事们在展陈中看到了苦心探

索多年的成果，不禁百感交集—既有

获得认可的欣喜、骄傲和荣誉感，又有

前路漫漫、上下求索的紧迫感。

“‘智慧家医’还有许多有待完善

的空间。”刘新颖说，方庄团队已于2022

年申报了“智慧家医4.0”的攻关项目。

这次，他们将目光聚焦慢病健康管理效

果的监管平台建设。“我们签约管理的

3 . 5万余居民中，有1 . 3万余人是慢病患

者。多年来，‘智慧家医’对他们的健康

管理效果到底怎样？他们的健康获益又

有几何？如果能通过智慧手段准确、标

准化地对家庭医生的健康管理服务进

行考评和监管，相信对于医院的科学、

综合管理将具有重要的辅助意义。”

从“家医”到“智慧家医”，“方庄模

式”从方庄起步，如新鲜血液般流向“健

康北京”建设的每一条“毛细血管”，乃

至面向全国推广。“为居民提供更加精细

化的医疗服务，没有止境。因此，我们永

远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刘新颖说。

“智慧家医”不能只成为社区医务人员

的工作“助手”，更应惠及广大的社区居民、

签约患者。

抱着这样的初衷，吴浩和刘新颖决定带

领中心团队对“智慧家医”平台继续迭代更

新。2016年，他们又以“互联网+社区健康管

理平台开发及应用研究”的项目继续申报并

获得了“首发”基金支持，展开了“智慧家医

2.0”的探索。

“我们的目标是在目前签约居民与自己

家庭医生建立连续性服务关系的基础上，构

建医护、医患、医社‘三个协同’的家医体系。

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在全市率先通过手机

终端，向签约患者共享了他们自己的健康档

案。有些不便于智能操作的老年人，还可以

由家人、子女‘托管’健康档案。”

刘新颖介绍，2016年至今，该项目已通

过运用互联网技术，将移动终端应用、有线电

视高清交互平台与社区卫生信息系统对接，

建立起了社区健康管理平台，逐步构建出优

化协同的新一代“智慧家医”服务模式。

“老妈的‘健康档案’我可以随时用手

机查看，心里踏实多了。”日前，记者在方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见到了陪伴九旬老母亲来

复查的常女士。“自从有了档案调阅的功能，

老妈的健康状况我自己心里有了一本‘账’。

看到页面上针对老妈病情变化及时给出的

医嘱和健康提示，我们心里也有了‘有人管’

的踏实。”常女士说。

除了显示在移动终端外，方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还与歌华有线电视公司合作，签约

居民只要将手机号码与电视机的机顶盒进

行绑定，就能通过遥控器，在电视屏幕上查

看健康档案，接收医嘱和提醒。“电视观众群

体中老年人较多，因此通过有线电视来对他

们进行健康宣教、健康提醒等服务，是实现

健康管理的有效手段。”刘新颖说。

2021年起，市卫健委大力推动全市统一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诊预约通道建设，

二、三级医疗机构号源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开放。而事实上，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是畅通双向转诊、信息共享渠道的“先行

者”。早在2016年，中心就开始与医联体内的

大医院—天坛医院合作，共建上转下沉的

就诊渠道，为需要到专科医院完善检查或进

一步治疗的签约患者争取大医院的优质医

疗资源。

如今，全市统一的基层卫生预约转诊服

务平台已经建成，家庭医生预约转诊的渠道

更加通畅了，基层医务工作者也有了更加充

足、可调配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签约患者

享受到了更便捷的诊疗服务，居民对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提高了……这一切都让

刘新颖感到欣慰：方庄先行，不虚此行。

就诊人数涨起来，签约患者多起

来，方兴未艾的“家医签约”新模式，

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人们常说，‘大病上医院，小病

到社区’。但其实，我们社区的医务工

作者所面临的情况，远不是治‘小病’

这么轻松、简单。”刘新颖解释：方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居民众多，一

个家庭医生团队管理着800至1000

名签约患者的健康。其中，老年患者

数量过万。老年人往往多种慢病共

患，医生在诊病、开药时，免不了需要

应对错综复杂的情况。

为了提高诊疗的效率和质量，吴

浩和刘新颖的团队希望通过智慧化

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为此，在首都医

学发展基金的支持下，方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于2014年启动了“方庄地区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运用智能化信息

平台优化慢病管理”项目。“智慧家

医”的探索由此启程。

刘新颖介绍，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将基于国家心脑血管病防治相关

指南的慢病管理系统嵌入HIS系统

（医院信息系统）中，建立了智能化

慢病管理平台。这个平台以国家慢性

病防治的13套指南和专家共识为依

据，作为专业临床医学支撑，支持和

辅助方庄社区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及时科学地对签约患者进行随访、

评估，提出建议指导，做出健康管理

计划等。

“得益于‘智慧家医’平台，目前

中心每个慢病患者单次随访的平均

时长，已由过去的20多分钟缩至5分

多钟。”刘新颖介绍，中心的家庭医

生服务团队应用该平台已对签约的3

万余名患者实施了精细化的健康管

理，积累了大量的健康管理数据。

2010年，吴浩上任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彼时，京城大医院“排队两小时，看病

两分钟”，社区医院“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情

况十分普遍，这让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的他，

感到非常困惑。

穷则思变。因布局不均衡而造成的医疗

资源浪费问题如何解决？答案指向当时尚未

开始推进的分级诊疗制度。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一家管理着

7.8万辖区居民的社区医疗机构，也是全国第

一家挂牌成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社区

为阵地，吴浩带领团队开始探索家庭医生服

务模式。

“在起步阶段，附近居民对家庭医生不

理解、摸不着头脑。”刘新颖回忆，彼时，“家

庭医生”的概念尚未在国内普及，“有些居民

甚至以为有了家庭医生就可以享受上门服

务，不用去医院看病了。”这显然是当时的人

力、物力等现实条件无法满足的。

该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呢？带着

这一问题，吴浩赴澳洲进修，学习国外全科医

学的先进理念。以进修中接触到的先进家庭

医学服务理念，对照在工作中遇到的现实困

难，吴浩陷入深度思考：只有建立固定、紧密

的医患关系，为周边居民提供更加便利、周

到、连续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才能吸引更

多居民到社区医院，“分级诊疗”的路才能在

未来走得通。

要形成具有连续性的服务关系，社区的

医务人员首先要转变服务观念，提高服务技

能。“家庭医生不同于大医院的医生，护士也

不是做好‘三查七对’、打针输液就万事大吉。

健康管理，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为此，方

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有医务人员分三批赴

台湾省学习家庭医生的理念和技能。

经过近3年的全力“备战”，2013年5月，方

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着手落实“家医签

约”服务模式，通过建立全科医学规范化诊疗

流程锁定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服务关系。特定

患者由特定医生接诊，起初这让来就诊的街

坊们十分不适应。“前头明明有医生‘空’着，

为啥不让我先看？”“我上大医院看病，也没

遇到过这样的事！”最开始的3个月里，医务处

收到的投诉量一路飙升。

改革，首先是思维上升级。新理念与旧习

惯的碰撞，必然带来阵痛。刘新颖说，当时，她

十分理解居民们的“不理解”。为此，中心特

别拨派护士，每天站在二楼全科诊室门口，专

门负责为居民讲解家医服务的流程和模式。

直到当年的“十一”假期后，刘新颖突然

察觉到：怎么好久都没接到投诉了？她明白，

新模式已经渐渐得到了接纳和认可，“固定的

医患关系，让家庭医生成了最熟悉和了解患

者健康状况的人。这不仅给诊疗带来了连续

性和便利性，也让患者有了更加松弛和良好

的就医体验。”那时，已经熟悉家医服务流程

的大爷大妈，坐在候诊区不厌其烦地为街坊

和病友解释、推荐这个新模式。

得益于新模式的落地应用，方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迎来了就诊人数的飞涨。至2014

年，该中心全科诊区的日门诊量超过40 0人

次，比原来翻了一番。通过社区就医模式的改

革来达到吸引患者、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在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初见成效。

医患共享: 

畅通双向转诊信息共享，惠及居民

智能预警: 

用智慧化手段进行精细化健康管理

家医诞生： 

建立固定、紧密的医患关系

走出方庄： 

加速“互联网+社区卫生服务”推进

智慧家医，利用“互联网+”赋能全科医生，将健康管理服务延伸到家庭。

智慧家医，时刻守护着市民的健康。

智慧家医从方庄起步  推进健康北京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