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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新华街道的李大妈到潞河医院看病。可能是走
得急了点，在医院走廊一个踉跄，一伸手正好摸到了墙上
扶手；

取好化验单，想要看看指标正不正常的张大爷想起没
带老花镜，看着化验单上的小字正犯难。医务人员告诉
他：这儿就有放大镜。

医院西门入口的代步车可以为老人省去院内走动的
困扰。潞河医院在通州区区属医疗机构中首个完成老年
友善建设，拉开了区域医疗机构老年友善化的大幕。老年
友善化对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这要从机构建设的标准
说起。

潞河医院预防保健科主任张增莲介绍，老年友善医疗
机构建设可分为4个方面：老年友善文化、老年友善管理、

老年友善服务、老年友善环境。其中最容易让人感受到
的，是老年友善服务和老年友善环境的建设。墙上的扶
手、窗口的放大镜等便民设施，都属于老年友善环境建设
中对公共设施的适老化改造。

“现在医院里的标识牌字都挺大的，看着不费力。不
仅楼道里，卫生间也装了扶手，方便多了。”采访中，多位老
年患者表示，除了感受到细节上的变化，更受欢迎的是医
院二层挂号大厅开通的老年窗口，省去了不少排队时间。

记者发现，通州区所有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电梯门
闭合时间都延长到了 4 秒，给行动不便的老人更多上下
电梯的时间。病房的桌角都安装了柔软的防碰撞包裹。
门诊大厅、诊室外走廊等需要排队的区域也根据空间增
加了座椅。

“我住在南小营，到医院骑电动车得半个小时。”在大杜
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取药的王大爷说，“和以前比，现在我
来医院的次数少多了，因为可以用手机直接联系高医生。”

王大爷说的高医生，是他的家庭医生。通过互联网，分
散在大杜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6个村的老人随时都可以
和签约家医取得联系，减少了跑医院花费的时间。

“医生会定期询问老人健康状态，提醒他们做体检。对
于长期不来医院检查的老人，我们会主动上门看诊。”大杜
社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志华说。

记者注意到，对于乡村基层卫生机构来说，只做好医院
里的适老化改造还不够。生活在乡村地区的老人需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才能到医院就诊，也有许多老人无法独自到院
就医。“我遇到过一位老人，报告显示数值异常，建议去三级
医院进一步检查，可老人说要等子女回来才能去城里的医
院。”吴志华说起来有点无奈。

乡村地区的情况让对老人的健康服务不能只限于医

院，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就要多走出去为患者服务。“每年
中心的医生都会到村里给我们体检，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
就在村委会帮忙看报告。”王大爷说的进村体检，是中心主
动巡诊的一项。

除了体检和常规巡诊工作之外，该社区卫生中心还与
市属医院建成了乡村互联网门诊，老人不方便来医院，医生
就带着设备，利用互联网手段在老人家里请专家远程看诊。

“我父母都 90多了，每天要吃的药种类不少，有的时
候真发愁。”采访时，记者碰到了住在潞城的栾女士。针对
居民的诉求，潞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医联体请来了潞
河医院药学门诊的专家，定期到中心指导患者用药。

潞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蕊表示，很多患者会在
同一医院多个科室，或多个医院反复就诊。有时由于不清楚
患者的用药状态，大夫开出的药品会有重复。此时，作为基
层健康的“守门人”，患者的日常取药信息会汇总到中心，通
过药学门诊，中心就能在保障疗效的前提下，精简患者用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门诊大厅里的自助挂号机、报到机、报告打
印机在为患者提供便利的就诊体验时，也给不适应自助设施的老年患
者带来了一些问题。

“我不会用这些机器，不明白，怕出错。还是爱去人工窗口，排队
等几分钟也无所谓。”潞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一位拿完药的老大爷
冲自助挂号机摆摆手。这并不是个例，不论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
是二三级医院，都有部分老年患者不会用，不爱用。

医院中的自助设施在显示界面中已经为适应老年人阅读习惯调
整了字体大小，可多年养成的就医习惯很难立刻改变。同时，老年人
对网上预约挂号的使用频率也相对较低。“便捷就医”数字化服务在给
人们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也给老年人看病带来了挑战。

今年 67 岁的朱宏秀在潞河医院做志愿服务已经 1 年多了，从指
引、带路到陪诊，医院的整套就医流程熟稔于心。

“残障人士、抱着小孩的女士还有独自前来的老年人是我们最
留意的人群，看到他们需要帮助会主动上前。”在向志愿者求助的就
医人群里，老年人比例最高。朱宏秀说，老年人求助的最多情况就
是不会操作各种机器。“比如说挂号、找诊室这些流程，很多老年人都
不习惯。”

“之前有一对 80多岁的夫妇，先生有轻微血栓，老伴反应比较慢，
帮不上什么忙，为了让他们顺利看病，我们两个志愿者全程陪诊。还
有一位住在附近的盲人，两个月要来医院检查一次，每次来医院都会
请我们帮忙。”

像这样的志愿者不只在三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也可以看到
他们的身影。通过吸纳周边地区居民作为志愿者，医疗机构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老年人就诊时需要引导的压力。同时，记者也从通州多家医疗
机构了解到，在志愿者之外，医院的护士、安保人员大多也进行了相关培
训，能够协助患者操作自助医疗设施，通过“有温度”的帮助，让不善于互
联网操作的群体拥有更流畅的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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