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家庭医生，市民对这个名字应该
不陌生。有个头疼脑热啥的，很多人最先
想到的也是家庭医生。然而，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经常被“吐槽”，签约形式化、家庭医
生不上门……市政协委员俞天兰等就此提
出建议，从加强信息化建设、积极培养全科
医生等方面着手，解决家庭医生制度落地
难的问题。

超过六成居民对基层医疗
没有信心

“我们老家这项工作做得非常
好，但在株洲生活的父母对家庭医
生并不了解。”市政协委员俞天兰
想，也许父母对家庭医生不了解不
是个案，是否有更多老人没有很好
地享受到这项服务。

带着问题，俞天兰深入自家周边
的几个小区及相关部门开展调研，
了解家庭医生知晓度等情况。不问
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从她拿到的
一份专业调研材料显示，45.3%的居
民没有听过“家庭医生”一词，48.4%
的居民听过但不了解，只有6.22%的
居民在小区看到过相关宣传。“大家
都认为家庭医生是医生走进每家每
户，但现实并不是如此。”俞天兰说。

“推行了这么久，为何还有这么多
人不知道？”俞天兰决定以提案的形式
为此发声，但另一组数据让她看到了
家庭医生制度推行的难度。调研显
示，35.5%的居民对基层医卫机构治
疗能力信心不足，26.9%的居民对全
科医生的专业度和经验担忧。这也就
意味着，超过60%的居民对基层社区
医院或者卫生服务站没有信心。

1名基层医生负责的材料
超1万份

调研过程中，俞天兰看到，到社
区卫生服务站看“小病小痛”的居民
很多，咨询、开药、测血压、测血糖、
测心率等，社区全科医生大多非常
忙碌，家庭医生的职能无疑还会加
重负担。

据了解，家庭医生制度中最核心
的两项工作是同居民签订《家庭医
生服务合约》以及为居民建立、管理

《居民健康档案》。按每个全科医生
负责800-1200户家庭、平均每个家
庭 3 个 人 计 算 ，一 个 医 生 要 负 责
2400-3600 份合约和档案，以及后
期健康档案的不断更新，负责的材
料内容在1万份以上。

从另一个维度看，大幅度增加的
工作量并没有收入的对等提升，分
配到医生手中的“激励”非常少。而
全科医生也害怕自己专业性不够引
发医患纠纷，通常有疑惑时也只会
建议“去大医院好好做个检查”。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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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委员发声：让家庭医生“叫好又叫座”
“十四五”时期，将实现户户拥有家庭医生，人人享有基本医卫服务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罗欣

▲炎陵县霞阳镇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现场。 市卫健委供图

一部手机，全家纳入健康管理

据有关机构监测，2018 年，我国
移 动 互 联 网 医 疗 App 渗 透 率 达 到
78%。“推动家庭医生制度落地，使用
App应用绝对是非常有效的。”俞天兰
认为，要建立全市统一的信息化平台，
通过 App、微信服务号的方式连接居
民端和医生端，采用电子化签约和电
子化健康档案管理，并实现双方在平
台上的问诊互动。如此，以家庭为单
位，只要一户家庭中有一个手机安装
了居民终端后，就能实现全家人员的
电子化签约管理以及电子化的健康档
案管理和维护。“老年人也不用担心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俞天兰说。

平台管理则实施“双线管理”。家
庭医生主导和维护，居民也可以进行
一些基本的医疗健康信息输入和维
护，既减轻家庭医生工作量，又让居民
真正了解和关注自己的健康数据，实
现对健康的自主管理。

“师傅带徒弟”，引导医学生
到基层实践

如何引导更多人才到基层服务？
俞天兰建议，积极探索如何“快速培养
全科医生，合理降低规培时间，鼓励医
学毕业生到基层，鼓励专科医生转全
科”，逐步解决全科医生资源紧缺问
题。比如，以“师带徒”的方式，鼓励医
学院的学生进入基层进行学习和实
践，并以实践学分的形式纳入毕业考
核中。

“酒香也怕巷子深。”还应充分发
挥媒体的宣传优势，实施“卫生系统”
与“社区居委会”双线宣传，让更多人
了解家庭医生，签约家庭医生服务。
同时，在分阶段推进“家庭医生”制度
的过程中，整合行政资源，建立多部门
协作机制，从“重点刚需人群”，到“老
年/慢性病患”，再到普通大众，分批次
地稳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与落地。

建议 实践

2017年全面铺开，目前重点人群签约近七成

自 2012 年 启 动 试 点 ，
2017年全面铺开，我市家庭医
生推广经历了从“乡村医生签
约”到“家庭医生签约”名称的
改变、从“单个医生签约服务”
到“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的变
革、从“纸上签约”到“服务上
落实”的逐步改变。

据市卫健委统计，截至去
年底，全市常住人口402.08万

人，签约 1682880 人，常住人
口签约率达41.85%；共计组建
家庭医生团队816个。0-6岁
儿童、孕产妇、65 岁以上老年
人、高血压患者、2型糖尿病患
者、肺结核患者、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及残疾人等重点人群
签约率达 69.69%。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纳入计划生育特别
扶助的家庭签约实现全覆盖。

大部分县市实现实时签订、实时上传

市卫健委上述负责人介
绍，从 2018 年开始，省级搭建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信息化
平台，纳入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模块。2019年3月开始，我
市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基本公卫
人脸识别面访工作，让家庭医
生签约实时上传成为可能。到
2020年5月，湖南省基层卫生
信息系统——公卫3.0“家医签
约板块”正式上线，绝大部分县
市区实现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实时签订、实时上传公卫3.0。
各县市区也创新开展了

一些工作。如醴陵在全市范
围内建设“智慧公卫云平台”，
通过智能设备和信息平台的
互联互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相关
数据可实时上传，居民可通过
使用 APP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查看自己或家人的签约信息、
健康档案等内容，并线上与医
生互动交流。

今年“世界家庭医生日”，将开展巡诊等活动

为解决基层医疗人才问
题，我市启动了县乡村卫生人
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2018至
2020 年共培训 2054 人，其中
市级承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骨干全科医生、临床骨干医生
和护士的培训，县级承担骨干
乡村医生和乡村医师的培训，
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
2014-2020年，我市还累计选
送292名学员参加本土化乡村
医师培训，已经有 140 余人完
成培训并在基层注册。

对口支援，让大医院的医
生到基层开展服务，以市中心
医院为代表，我市共组建各类

医联体69个。2020年辖区内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占
全市门诊总量的50.37%，在全
省排名第 2；县域内就诊率达
到93.94%。

今年 5 月 19 日是第 11 个
“世界家庭医生日”，市、县（市
区）两级均会开展主题日宣传
活动，如开展巡诊、“五进”等
活动，贴近群众开展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的宣传。

“‘十四五’期间，我们也将
通过做实相关工作，逐步实现户
户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人人享
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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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

茶旅融合
株洲再添新动作

近日，株洲市城发集团与炎陵县
政府、湘茶集团分别签约，将在茶叶品
牌打造、茶旅融合上进行战略合作，共
同推动茶叶产业持续快速高质量发
展，并成立湖南茶祖红茶业有限公司，
共同打造株洲本地红茶品牌。

其中，城发集团与炎陵县政府共
同开发建设的中华神农田园综合体项
目，位于炎陵县鹿原镇，将打造集神农
上古文化、全球华人交流、茶药产业示
范、康养文旅等于一体，建设标准化茶
园、茶文化博览园、古茶树保护等内
容。

“一期计划首先建设一个1500亩
高标准的观光茶园，同时再建一个温
泉酒店，带动炎陵当地老百姓增收，让
炎陵老百姓吃上旅游饭。”湖南茶祖红
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彦说，湖南茶
祖红茶业有限公司将倾力打造株洲市

“茶祖红”区域公共品牌，推动百亿茶
产业、茶文旅融合产业的持续快速发
展。其示范茶园建于炎帝陵周边，以
国家5A级景区炎帝陵为茶文旅龙头，
联动罗霄山脉及周边景区，与当地茶
企对接，打造炎帝茶旅产业集群，以实
现“茶源地”文化优势转变茶产业优
势，重塑本地茶品牌。

接下来，该公司将统一采摘标准，
统一加工工艺，进行统一销售，同时加
大“茶祖红”“神农福”品牌宣传，促进炎
陵乃至全市茶产业的弯道超车、快速发
展，打造“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新征程
中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与标杆。

丁利忠最开始喜欢喝铁观
音，后来又爱上了乌龙茶，按照茶
的六大类分都属于青茶。

说起来，乌龙茶的名字来源，
本就是个“乌龙”。

相传乾隆年间，一名叫苏龙
的将军归隐山林，一日采摘完茶
叶后继续打猎，茶叶在腰间的茶
篓中上下摇晃碰撞，回家后又忘
了制茶，隔天再制茶，发现这个茶
味道清香醇厚，而且没有苦涩味，
从此这种茶开始流行起来，并被
称作乌龙茶。

乌龙茶在株洲并不多见，但
炎陵大院农场“龟龙窝红茶”，名
头可不小。2004 年，一位祖籍台
湾、名叫古胜潭的种茶人，引进了
台湾软枝乌龙品种，在海拔 1500

米的大院农场种植成功，经过多
年的品种改良和技术攻关，这个
乌龙茶品牌慢慢被市场认可。

2010 年，“大院乌龙茶”获得
“中国首届国饮杯”特等奖。也就
是这一年，在株洲从事电器行业的
丁利忠，无意间从报纸上读到了这
条消息，于是专程前往炎陵考察。

“当一杯杯金黄的茶汤下肚，唇齿
间浓郁的花蜜香久久不会散去。”
这个滋味，让丁利忠至今难忘。

此后，他辞去工作，在株洲城
区开起茶叶店，经营本土优质茶
叶，搭建好销售平台。喝的茶多
了，丁利忠能根据茶香分辨茶的
品质，甚至是雨天还是晴天采摘、
上午还是下午采摘，都能区分出
口感差异。

懂了茶香，茶就懂了一半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王军

▲来了客人，店主以茶相待。 王军 摄

茶很简单，也很复杂。很多人爱上茶，是从茶香开始的。
株洲茶香最浓的地方，要数株洲大桥河西桥头下的天同茶城。在这里，分布着大小四十余家茶馆，经营

全国各地的茶叶，“红绿青黄黑白”应有尽有。每每来了客人，店主总会沏上一壶好茶，与人坐而论道。
“一泡水，二泡茶，三泡四泡是精华，七泡有余香，是茶之精品。”在茶友圈里，丁利忠算是资深茶人，爱品

茶也懂茶，经营茶叶店也有数十年之久。他的茶店，主要经营本地茶叶品牌，尤其是产自炎陵的大院乌龙茶
和茶祖红茶。

在他看来，品茶最主要是香气和滋味，可以说学会了闻茶香，品茶就懂了一半。

▲乌龙茶，茶汤是金色的。 王军 摄

▲茶叶店内，工作人员忙着打包。 王军 摄

七泡有余香
本土有好茶

乌龙茶，是经过采摘、萎
凋、摇青、炒青、揉捻、烘焙等
工序后制出。因为制作方法
不同，茶的口感会有很大差
异。

“就比如一份小炒肉，酒
店大厨和农家主妇，炒出来
各有滋味。”丁利忠说，茶香
很复杂，喝茶的时候感觉清
香扑鼻，有的茶中又带了点
花香，有的茶闻起来很鲜，有
的茶闻起来还甜甜的。

这是因为，茶的鲜叶中
香气物质近 100 种，制成绿
茶之后，有 200 多种，红茶有
400多种，乌龙茶就更多了。

茶香需要慢慢感受，除
了靠鼻腔的嗅觉，还可通过
口腔感受。因为口鼻相连，
喝茶的时候，茶汤咽下去，口
腔中飘散的部分水汽传到鼻
腔，常常让人感觉到“口齿留
香”。

乌龙茶茶香浓郁，茶汤
属于金色，随着冲泡次数的
增加，汤色会慢慢加深，口感
慢慢被释放出来。一般情况
下，到了第七泡仍有余香，就
是茶里的珍品。大院乌龙茶
因为海拔较高，常年云雾缭
绕，所以茶的品质较好。

茶城内，丁利忠专注于
经营本土茶叶品牌，在他看
来这是帮助本土茶农增收的
重要途径。虽然店面不大，
但订单却源源不断，从炎陵
直达的茶叶，经过工作人员
细分，被装进精美的礼品袋，
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株洲的茶香，一直在路
上。”丁利忠抿了一口茶，回
味悠长地说。

“半路出家”，爱上乌龙茶

茶资讯

茶香该怎么品

干闻茶香
1、抓一把干茶闻一闻，也可以呵

一口气趁热闻。
2、把盖碗内外都用热水烫一下，

把水倒出，置入茶叶，加盖 5 秒后，趁
热闻香。

湿闻茶香
1、热闻：出汤后，半掩壶盖闻香，

主要辨别有没有烟焦味、霉味等异味
以及香气是否高扬。

2、温闻：待茶壶温度降下来，闻一闻
判断香气类型，是花香还是果香等等。

3、冷闻：待茶壶冷却后闻香，或对比
第一到五泡的香气，判断香气是否持久。

“喝”茶香
趁热把茶用吸啜的方式喝到嘴

里，舌头轻轻搅动，让茶汤与口腔充分
接触，再徐徐咽下，感受口腔、咽喉处
的茶香。

茶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