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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成为北京市全
科转岗培训基层实践基
地和北京市助理全科医
师（3+2）规范化培训实
践基地、通州区首家北
京市中医全科（5+3）住
院医师培训实践基地、
北京首家国家标准化代
谢 性 疾 病 管 理 中 心
（MMC）1+X 模式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入选全
国首批“基层医疗机构
呼吸健康规范化照护体
系与能力建设项目优秀
单位（PCCM）”……通州
区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在为周边居民提供医
疗服务的同时，兼顾提
升自身科研能力，已经
步入社区“医教研”快车
道。在这背后，离不开
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支部书记、主任甘静
雯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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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习”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6年，甘静雯来到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刚来的时候，中心的人员

数量刚刚满足日常需要，大家都很忙碌，进修和学习时间紧张。长此以往，虽然
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但居民健康需求日渐提高，我们不能‘原地踏步’。”为
了整体提升，甘静雯在仔细了解所负责的辖区情况后，提出从人手较为富裕的
卫生站进行人员轮换，让医务工作者分批次进行学习和进修。

“我们把中心的全科医生、护士，以组团方式派出学习、进修，主要是为了
加强医生和护士的个人专业素养，同时也希望能学习先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工作经验。”甘静雯介绍，在市、区卫健系统的帮助下，该中心和丰台、西城等
城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后建立联系，与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
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具有先进经验的单位对接。同时，设立党员先
锋岗，形成“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全员”的梯次培养模式，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建
立“双培双带”机制。“在外出学习的人员陆续归来后，能力有了显著进步。同
时，我们还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等活动，着力打造‘一专多能’的复合型社
区医疗团队。”

为什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激发学习能力？“要给居民看好病，首先要有
人。按照之前的方式，医疗工作不免重复，原本引进的人才在这样的状态里不
仅难以发挥自身价值，长此以往也容易失去进步的动力。要让大家拥有更多发
挥的空间，才能激发活力，在为居民日常拿药之外提供更多服务。”甘静雯说。

要让大家在日常工作外继续学习，其中需要付出的努力可不少。“一开
始，大家的学习热情没有那么高。”顾虑在哪？甘静雯先后找到中心全科医生
等，“有人觉得，社区医生，就是要干好本分，即便真去做研究，也不确定是否可
以完成课题。”

了解大家的顾虑后，甘静雯逐个和医生交流，“我自己是有比较丰富的科
研经验，当时我和他们说，如果是担心自己能力有限，完成不了课题，那我可以
从查阅文献、研究方法这些方面教起。”

在不懈鼓励下，终于有人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我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课
题。后来，研究吸引了潞河医院专家的注意，他们正在找基层卫生医疗机构中相
关研究的合作对象，我们一拍即合，课题在大家努力下顺利完工。”

为了鼓励更多医务工作者投入研究，甘静雯以身作则，2018年她申请了
首发科研课题（基层培育项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部绩效管理实践研究与
效果评价》，在加强中心医务工作者专业能力的同时，同步增强自身管理能力，
该课题于2022年结题，在2023年9月结题验收结果为优秀。

在甘静雯的带领下，该中心越来越多人加入研究的行列，不仅整体水平
提升，更成为了北京市全科转岗培训基层实践基地和北京市助理全科医师
（3+2）规范化培训实践基地、通州区首家北京市中医全科（5+3）住院医师培训
实践基地，完成了从去别处学习，到自己成为培训基地的转变。

据统计，近五年来，该中心对60名全科转岗医生、19名中医全科（5+3）住
院医师和25名乡村医生岗位订单定向免费培养毕业生进行基层实践培训，对
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和预防医学本科学生开展见习带教，同时甘静雯也作为师
资对全科医疗服务模式授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只是拿药的”
平心而论，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期待值都很理性，那为什么还

要如此努力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专业水平呢？“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与潞河医院和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的距离都不远，这是我们的优势，也
是压力所在。如果我们不能为居民提供满意的服务，大家自然会选择去上
级医院就诊。我不希望大家只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成是一个拿药的地
方。”甘静雯说。

要让居民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除了专业能力，还要提供更好的就
医体验。“拿分诊来说，原本大家挂号的时候是自己选择去几号诊室就诊，我们
注意到离分诊台最近的1号诊室总是人特别多，后面的诊室却没多少人看
诊。这样居民的排队时间长，1号诊室的医生看诊压力也很大。”

为此，甘静雯从西城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学习了定向分诊的经验。通
过科技手段，将挂号的患者优先分配给熟悉情况的家庭医生，“定向分诊之
后，分诊台可以智能调配各个诊室之间的排队人数，减少了排队压力，让患
者更快见到医生，让医生有更多时间为患者服务。”

随着北京市卫健委开始建设专病特色科室，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立
刻申请了双心（冠心病、心理疾病）专病特色科室。此后又先后申请了糖尿
病、骨松、慢阻肺专病特色科室。参与了双心和糖尿病两个科室第一版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专病特色科室创建标准的方案制定，双心专病特色科室还
成为了北京市“样板间”。

良好的发展节奏让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拥有了向外帮扶的能力，
2023年下半年还派出医务工作者帮扶房山区琉璃河中心卫生院，在协助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同时，也带去了专病特色科室的建设经验。

在专病特色科室建设走上“快车道”之后，甘静雯仍未停下脚步，将目
光放在了中医领域。甘静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基层卫生发展中强
调中西医并重发展的思想，在中医科引进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与
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签订医联体协议，在他们的帮助下，通过派出人员进
修学习，中医专家下社区出诊的方式，帮助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设了
肥胖、眩晕2个中医症状门诊。

2024年，以医务社工辅助村居公共卫生服务内容为出发点，借助公共
卫生委员会人员，探索医务社工与志愿者服务工作的发展模式，初步形成
三级医务社工工作体系，先后成功申请成为北京市医务社工多元培育项目
单位及北京基层医务社工培育单位。

经过不懈的努力，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量逐年攀升，2024年
度，该中心门诊量达到了46万余人次，中医科门诊达14万余人次。

“身边大夫”健康送上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离居民最近的卫生医疗机构，我们的研究着眼

于基层，成果不仅对其他同级别的卫生医疗机构有所帮助，也能帮助上级
医院更好了解患者情况。”甘静雯说，中心的优势在于家庭医生对区域内居
民健康状况的了解，便于追踪患者情况，及时更新患者信息，“在一些病症
的具体诊断上，我们还和上级医院联合，通过合作完成对患者筛查、诊断、
治疗和管理的全流程调查。”

在深入社区时，甘静雯也采用了新方法。“以往我们在对社区居民进行
健康教育时，往往受到环境、时间的制约，只能向大家提供碎片化的知识，
对居民自身的慢病管理帮助有限。居民听了科普也只能做到一知半解，对
他们的生活帮助有限。为此，我们单独设置了慢病健教科，以专题为单位，
系统性地向居民讲解慢病，做到让大家可以自我管理。”

此外，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和上级医院、街道社区进行了对接，
利用家庭医生的网格化服务和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力量，让健康教育地
毯式来到居民身边，形成“多效一体”的社区工作模式，“随着我们进一步下
沉到基层，上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可以顺着搭建的脉络更好抵达居民身
边。朝阳医院、胸科医院等多家医院都和我们达成了相关合作模式，给居民提
供‘上门’服务。”

目前，该中心的家医签约居民已经达到了97328人，重点人群签约率96.4%，慢性病
管理人数全区第一，45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结合不同签约人群身体健康状况、医疗服务需
求建立个性化签约服务包20个。

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该中心还开启政医协同、医防融合模式，助力辖区慢病示范区建
设，将医防融合理念贯穿到公共卫生工作，积极构建健康支持性环境。目前，共建设健康单位1
个、健康食堂 3个、健康餐厅 1个、健康步道 2个、健康小屋 3个、健康社团 2个、健康社区 10个。
同时，全面开展“三减三健”、健康促进等专项工作，多渠道开展慢性病防治健康教育，社区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显著提升。

如今，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入选全国首批“基层医疗机构呼吸健康规范化照护体系与
能力建设项目优秀单位（PCCM）”，成为通州区首家基层“北京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获北京市
三八红旗集体、北京市社区老年健康服务规范化建设达标单位等，在国家卫健委“优质服务基层
行活动”评审中达到推荐标准。

2020年，甘静雯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今年，她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我们是医生，
为更多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是不变的追求。不断深耕社区卫生服务，在社区里实现自身的
价值，实现‘中国梦，社区梦，我的梦’这三者的协调统一，就是我们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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