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市民健康中心"是一个
崭新的故事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北京路搬到田林

新村，方秉华已经是六院党委书记，地盘大
了，面积多了，大楼新了，新的门诊楼在启用
时，方秉华觉得既然空间大了，作为也可以随
之扩展，在党政联席会上，他提出：我们应该
拿出门诊楼的第 !"层楼来稿科普。有病了马
上看病，这不是第一的，防病，才是首要的！不
生病，少生病，生比较轻的毛病，正是科学普
及要做的事情。医院做好科普工作，医院把病
人治好，这两件大事是同样重要的。医患双方
不能只是一个会合几分钟，病人说两句，医生
开方子；病人去付费，拿药，然后就结束了。事
前，在病人生病之前，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
做；事后，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方秉华的坚持下，第六人民医院真的

拿出 "##平方米的第 !"层楼来做科普大讲
堂，做市民健康中心。贾伟平（中国糖尿病专
家、$%&首席科学家、市六医院院长，包玉倩
（市六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周健（青年专家、
科室副主任），阎玮婷（医务社会工作者），唐
佳萍（糖尿病教育护士）等组成科普大讲堂的
核心。有一个有力量的团队，那是必须的。
从那时开始，在这里定期举办各种科普

讲座：讲爱牙，讲乳腺癌，讲防止老人跌倒，讲
骨质疏松，讲心血管……讲座者都是六院各
方专家，完全是义务的，没有讲课费；听者呢，
不收听课费，也没有人员限制，可以是正在医
院等候治疗的病人来听，可以是病人家属来
听，可以是住院的病人来听，也可以是特地赶
来听讲的百姓……
市民健康中心开张半年多就受到了上海

市民的好评，成为六院健康教育的名片。原因
是它传播了防病、治病的相关知识，变被动治
疗为主动的事前预防，这不仅仅是观念上的
改变。
方秉华他们并没有满足这些好评，他们

在思索："##个平方对众多市民来说还是太
小太小了，能不能再扩大呢？能不能把“根须”
深入到居民中去呢？能不能把疾病防控关口
前移呢？对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就是能
在地域上辐射更广的一个机构吗？它
们不但能管好患者的档案，更能扮
演好科普“传声筒”……
方秉华思考的题目很大，又

很接地气：政府办的公立医院，
能够做些什么？公立医院的党
委有效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
形式和途径是什么？怎
样才能让社会满意
患者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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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糖友会"故事是很
有意思的故事

大冬只有 &# 岁，体重竟然达到
&'#斤，走路都很吃力，上班更是上不
动，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空腹血糖达
到 !%(!)。
根据医生的经验，年纪大的糖尿病

患者大多能管住嘴，能重视病情；而年
轻的往往失控，生病归生病，吃药归吃
药，美食归美食，似乎是“齐头并进”。
大冬就是这样，明明晓得这毛病再

也不能暴饮暴食，但他觉得反正糖尿病
看不好，那就做老饕做下去吧，自暴自
弃。住进六院之后，饮食都由病区严格
控制，大冬的血糖终于降下来了，一个
星期之后就出院。可是，一回到家又失
控了，又大吃大喝，血糖直线飙升，于是
再住进六院……如此反反复复，三进三
出，医生、家长、同伴都束手无策。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已经达到
$·%*，几乎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糖尿
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个重要
原因，是缺乏有关糖尿病的知识，社区
医疗支持能力薄弱，社会关注度低，常
态化服务项目缺少……
有一天，一个外国留学生在六院聊

天时说：有的欧洲国家有糖尿病的“同
伴教育”……
说者无意，听者心里咯噔一下，方

秉华思忖：医院治疗病人只是一块，病
人不可能一辈子住在医院。要让病人康
复，或者说能控制病情，为什么不把科
普扩展到社区卫生中心？为什么不让老
糖友来帮助新糖友？为什么不让能够控
制住嘴的病人来帮助不能管住嘴的病
人？一个糖友算他每年有 '小时跟医生
会面，还有 )%'#个小时呢？同伴的支持
帮助有极大的用武之地啊！我们要做中
国的“同伴教育”。

经过酝酿和筹备，+##)年，全市第
一家“糖尿病健康乐园”在第六人民医
院成立，它和桃浦社区服务中心、真如
社区卫生中心、曹杨社区卫生中心，普
陀区疾控中心等六家单位合作，一开始
就向社区推广和延伸。

党委书记方秉华给它起了一个温
馨的别名：糖友会。
凡是在六院治疗过的糖尿病病人，

都可以参加了这个糖友会。通过同伴教
育形式，提升糖友的信心，扩大社交支
持。六院的专家志愿者时常深入社区，
讲座，授课，听诊，为社区居民和社区医
生宣讲糖尿病防治知识，这是“健康大
讲坛”。

三路志愿者会同攻关，一
路是专家志愿者，一路是
同伴志愿者，还有一路
是社区志愿者。

通过坚持不懈
的活动，这些地区
有了明显改观：在
家里自测血糖的
糖友人数增多
了，自觉控制
饮食的人数增
多了，糖尿病并
发症的人数减少
了———这一些，其
实是不得了的转变
“健康大讲坛”

项目立刻成为上海市
卫生系统迎世博服务品

牌；“专家志愿团进社区”
项目被政府授予“健康卫士”的

称号。
大冬就是糖友会的“知名”成

员，住院时，他积极配合治疗；出院时，
护士给他上一堂关于糖尿病知识的课；
回到家里，老糖友上门来看望他，向他
传授经验；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也及时
联络他……一年之后，大冬的血糖得到
控制，体重也减下来，!,%+米的他，体重
是 !-"斤，已经属于正常范围。他丢掉
“大胖子”的绰号，又到公司上班去了。

数年运作，糖友会成熟了，《糖尿病
社区(医院一体化管理模式》写进了国
家指南，这个模式也被外国同行称为
“上海模式”。

方秉华书记真的非常欣慰。其实，
他是医学教授，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内
科和心血管临床工作，在医学方面是很
有建树的。上级组织决定他担任第六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说实话，他对自己的
医疗专长是恋恋不舍的。可是，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
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加
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
队伍建设，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这些，都是中央号召
的。一个医疗系统党的领导干部，同样
可以大有作为。糖友会不是得到国家、
同行和病人的认可了吗？不是把第六人
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凝聚起来了吗？

!急诊室故事"成为
上海的著名故事
有一天，东方卫视的编导突然有了

一个创意：能不能比较深入比较真实地
拍摄一部医院纪实片？客观反映医生、
病人、家属各方的真实状态？眼下，不可
否认，医患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中央
也多次强调要尊医重卫，拍摄这样的片
子是为了提高卫视的知名度和收视率，
更重要的是能够落实中央精神。

好的点子，未必都能成为好的行
动；好的行动，未必都能得到好的结果。

东方卫视节目组联系了上海的好
几家医院，院方都很犹豫：我们医院经
得起这样的“晒”吗？纪实片会不会让医
院的运营状况有所改变？会不会反而让
医患矛盾加深？市民看了纪实片，一旦
有误解，一旦吵了起来，我们医院顶得
住吗？算了，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我们
医院已经很忙了，不要忙上加忙吧。

东方卫视的编导找了第六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方秉华接到了这个创意之
后，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告诉编导：让我
们六院考虑一下。
方秉华书记自己斟酌良久，然后和

其他院领导反复商量，再和医护人员多
次交流，最后请示卫计委……他终于告
诉东方卫视的编导：好吧，到我们六院
来拍吧。
编导们真的很感动，这可是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以前中国的电视台从未播
过这样的纪实片子，拍这样的片子双方
都需要勇气！
于是，六院急诊安装了 !##多个摄

像头，全方位地一天 +-小时地拍摄，完
全真实地记录了急诊室发生的一切，完
全真实地曝光了六院情况。东方卫视的
编辑记者经过编辑和精选，把这些拍摄
的片子编成一集一集，然后请方秉华书
记审读，接着，这些真实的画面就直接
推送到广大市民家里。

方秉华担任了协调员，他告诉编
导：我们的初衷是把医学工作者的现
状、医院的局限和无奈、病人的绝望和
渴望、家属的希冀和焦虑……

都推送
给市民，不
能只讲医生怎么
好，怎么尽心尽责，
片子要拍得平铺直叙，
不要加上太多的评论，这
就是一种展示，一种实事求是
地呈现，第一要客观，第二要平衡，
讲好医患故事，和谐医患关系……
东方卫视的编导暗暗吃惊，想不到

这位党委书记对纪录片如此“内行”，更
想不到方秉华和他们的想法是那么的
合拍。
东方卫视的医学科普纪录片《急诊

室故事》开始在电视上播放，一集接着
一集，有时候初播再加上重播。一共播
出了两季，第一季共 !#集（时长 '##分
钟），第二季共 !'集，时长更长。前前后
后跨度三年。
纪录片涉及内科、外科、儿科、妇

科、急救等，通过真实的救治故事，让观
众了解如何科学地防治疾病，如何提高
安全健康意识，因为片子对每项疾病的
预防、治疗、抢救都做了详尽的定义和
解释，都有真人示范，都有动画讲解，都
有现场录播，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有专家评议说：这个原位实时的医

疗科普新模式，是新媒体时代医学科普
模式的突破和创新，增加了科普达到
率，符合疾病预防关口前移的战略方
向，推动了医学科学精神，让公众认识
到医学和医生的局限性，从而加深沟通
和互信，改善医患关系。
《急诊室故事》一经播出，收视率直

线上升，居民们纷纷转告，大家看了一
集，都等着看下一集的故事，急不可耐；
看了一季，希望电视台重播，再看一遍。
这个安安静静的没有加油添醋的纪实
片，竟然打动了观众的心。据央视统计，
其收视率排名全国第三，第二季播放时，
跳到了全国收视率第一：%%&%万人在观
看。更出人意料的是，因为是卫星转播，
这个故事在国外也有不错的收视率。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亲自视察拍
摄现场，《急诊室故事》成了上海的著名
故事。它获得了上海科普教育创新一等
奖，第四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
作品奖，上海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个故事真的“搞大了”！
方秉华成为全国医院文化建设先

进个人，成为上海市卫生系统精神文明
建设优秀组织者。他一边干一边又在思
考：我们第六人民医院党委除了组织党
政领导班子中心组学习，除了上党课，
除了发展党员，除了配备各级支部班
子，还能“组织”什么？党的工作，最突出
的矛盾和问题在基层，最坚实的力量支
撑也在基层，公办医院党组织肯定能讲
出更多的出彩的“故事”来……
去年的秋天，方秉华突然接到

上级通知，调任他担任申康医院发
展中心党委副书记，虽然还是党
务工作，但是立足点更高
了，管理范围更大了，方
秉华施展余地也更
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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