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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伊伲

走进社区见美好走进社区见美好

方臻子

记者探访绍兴大渡未来社区——

打造有温度的“数字家园”
本报记者 方臻子 实习生 季湘怡

未来社区“一统三化九场景”中，数
字化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那么，如何打造一个有温度的“数字
家园”？我们来到了全省首批登录“浙里
办”的未来社区——位于绍兴市柯桥区
的大渡未来社区。

这里，打造了一个极具特色的“大
渡社区文化”数字化手机应用，通过线
上线下结合，不仅将数字化生活的触
角延伸到了每一个居民的指尖，更通
过数字赋能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把
社区打造成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数
字家园”。

社区服务线上线下
融合贯通

上午10时许，大渡社区的邻里中心
里，人气爆棚。几名推着童车的老人，聚
在一起闲话家常，有的车把手上还挂着
一兜子菜。两个大一点的男孩子，索性
把小自行车骑了进来，欢笑声顿时填满
了大厅。

“张书记，忙着呢。”顺着居民们热情
的招呼声，我们见到了大渡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晓鸿。

“这里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邻里中
心，也是柯桥街道的文化家园，有上下两
层，2000 多平方米。”张晓鸿化身“讲解
员”，带我们先走一圈。

从她口中，我们得知，大渡未来社区
由润泽大院、香水湾、香林花园、蝶庄、镜
水湾 5 个小区组成，居民超过 2.5 万人。
由于紧邻中国轻纺城，住户六成以上是

“新柯桥人”，还有几百名外籍人士，是柯
桥区最大的城市社区。

“大渡大渡，原本是个渡口，位置
比较偏。”张晓鸿说，“现在，这里成了
城市中心，旁边还有杭州亚运会场馆
呢。”

邻里中心大厅正中，“亲和大渡”四
个红字格外醒目。“这是我们社区的品
牌。我们打造了 15 分钟生活圈，教育、
健康、邻里、服务、治理等场景一应俱全，
特别方便。”说着，她打开手机里的“亲和
大渡”公众号，点进“未来社区”菜单，带
我们“走进”大渡未来社区的数字社会文
化多跨场景的应用。

在这个应用里，有汇集各种邻里资
讯的“家头条”，互帮互助的“邻里帮”，
发布社区舞蹈、越剧社团等信息的“文
E 家”三大文化应用场景，还有能拼单、
拼游、拼接孩子的“一起拼多多”，受理
居民意见建议和居民反映问题的“和管
家”。随着她的介绍，一个存在于数字
空间中、更加热闹的“大渡”，呈现在我
们面前。

“我们是软件和硬件同步推进，线
上线下融合贯通。”张晓鸿把我们带到
24 小时数字便民服务站。“邻里帮”里
的共享工具箱、共享打印机，就放在这
里。“照片、文件、孩子的作业，扫码就能
打印，不收费。”听到这里我的眼睛瞬间
亮了。作为一名小学生家长，我太明白

“老师晚上突然说要打印作业”的苦。
按照提示，我先在机器上刷了身份证，
再拿手机扫了屏幕上的二维码，手机就
跳转到“共享工具”界面。我选了一张
手机里存着的口算练习打印卷，几秒钟
后，出纸口里吐出了孩子的练习卷。“是
不是很方便？”张晓鸿的语气中有些小
自豪。

共 享 打 印 机 旁 ，还 有 一 台“ 共 享
柜”。除了存储材料、方便居民办事
外，“共享柜”还有几个透明格子，这就
是“共享工具箱”。透过玻璃，我看到
里面螺丝刀套件、老虎钳等小工具一
应俱全。“小到螺丝刀、锤子，大到梯
子、轮椅，都是平时家里不常用的。你
也 不 用 买 ，需 要 的 时 候 过 来 借 就 行
了。”她说。

两分钟视频教老人
放大手机字体

推开“小 DO 假日乐园”的门，满眼
都是开心的小笑脸。

“小DO，就是我们‘大渡’的孩子。”张
晓鸿的声音都带上了笑意，“双减之后，孩
子们都说‘不想做作业，能不能举行有趣的
活动，让我们玩一下’。”这就有了“小DO假
日乐园”：一个培养孩子动手动脑能力和交
友能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未来教育场景。

社区里有1所小学、2所幼儿园和19所
培训机构，他们成了大渡社区的共建单位，
老师在周末和寒暑假，开展非学科类的培
训。“做好活动方案，发到应用上就可以了。”

居民只需点点手机，就能参与。我
们打开了“假日乐园”的页面，活动可真
不少：乐高课、雨伞彩绘、话剧体验、合唱
团、夏日防溺水小课堂⋯⋯不仅多种多
样，还时不时有名师“串场”。

“现在场场爆满，有时还要‘秒杀’。”

张晓鸿兴奋地说，等新的邻里中心建好
后，预计能容纳更多孩子参加。

“一条大河，波浪宽⋯⋯”正聊着，一阵
歌声飘来。“大家在做‘邻里糕’呢。”张晓鸿
带着我们来到了“邻里工坊”。“邻里糕”是
大渡社区的独创，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通
过制作分享家乡特色糕点，拉近彼此的距
离。房间里，严文红、王林红等4位阿姨正
在制作七夕节的“巧果”。“我们老年人，住
在这里太幸福了。”严阿姨乐呵呵地说。

比如，社区有个“达人工作室”。“达
人”就是社区里有一技之长的老人，会磨
剪刀、配钥匙、修补衣服等。“居民有需
求，老人也想发挥余热，大家一拍即合，

‘达人工作室’就开起来了。可以在应用
里点‘银龄达人’预约，只收个成本费，磨
一把剪刀5元钱。”张晓鸿在一旁解释。

“要是孤单了，还能预约邻里‘陪聊
团’上门聊天。”严阿姨告诉我们。点进

“陪聊团”，不仅可以申请陪聊，还能申请
加入“秋香陪聊团”“小范陪聊团”等，成
为陪聊志愿者。“我就是‘秋香陪聊团’

的。”严阿姨指给我们看。
“这些操作都需要手机，上年纪的人

都会用智能手机吗？”我们听说数字鸿沟
会阻碍一些老人享受到数字化服务。“大
部分老人都会用的。”张晓鸿说，“当然，
社区早就关注到这一点。你再点开应
用。”随着她的指导，我们在数字化应用
里找到了“常青课堂”。

原来，细心的社区还专门准备了教老
人用智能手机的视频。智能手机字怎么
放大、微信怎么玩、支付宝怎么刷、健康码
怎么看⋯⋯教的都是老人最需要的功
能。我们点开《字体放大》课程，两分钟不
到的短视频，把手机相关设置一步一步讲
得明明白白，并且演示手机的字体也都放
得很大，便于老年人观看。“要是还不会，
可以找‘陪聊团’上门教。”张晓鸿说。

数字化应用要实用
而不花哨

在大渡社区，数字化更多呈现出“轻

量级”的状态，功能偏简单实用。可为什
么是它，能成为全省首批未来社区？

“数字化的未来社区，并不是必须要
花很多钱、做得特别花哨，关键要实用。
大渡社区数字化的最大亮点，就是抓住
了老百姓的需求，所以一推出就受到大
家的欢迎。”柯桥街道办事处主任曹俊解
答了我的疑问，大渡未来社区的数字化
经验，都是小切口、契合百姓需求的，都
是可复制的。

不仅如此，简单实用的应用，更能加
速数字服务的推广。他拿共享打印机举
例，“去年 7 月份，居民们提出打印这个

‘高频应用’。其实，社区里有一台公安
部门放的打印机，用来打印身份证等相
关文件。”曹俊说，大渡社区没有再去添
置一台打印机，而是做了一个程序接入
公安打印机，花小钱就实现了需求。这
对其他地方推进未来社区建设非常具有
启迪性。

“同时，我们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
了手机端、小程序上，首先考虑的是老百
姓使用方便。”曹俊说，大渡社区的目标，
是居民的服务和需求，能在手机上一触
即达。

实现“一触即达”，做起来并不容
易。就拿手机端“云药房”配药功能来
说，看似简单，却需要做大量幕后工作。

“大渡”通过接上城市大脑，打通政府数
据，掌握了居民既往病史，才最终实现

“云配药”。这背后呈现的，是数字化社
区治理的制度性变
革。“接下来，我们
将继续升级这些数
字化应用，并以此
为样板，在柯桥街
道铺开。”曹俊告诉
我们。

扫一扫 看视频

“来了！来了！”当远远望见码头上
出现一群手提医疗设备的人时，岛上的
村民不由得欣喜呼唤。

从舟山本岛出发，赶最早一班船，再
连转两趟船班，中午时分我们终于抵达
青浜岛。该岛是东极岛的组成部分，岛
上多为60周岁以上的老人。

“四面皆海，非舟楫不能往来”。舟山
偏远海岛老百姓看病就医，是一道大难
题。眼下，舟山各医院登岛义诊日渐常态
化。今年，舟山医院对义诊服务升级，在
原有基础上配备博士专家等高层次人才，
提供多种形式的便捷医疗服务，让海岛百
姓也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这样的海
岛义诊效果如何？日前我们跟随一支有
多名博士参加的义诊队伍上了岛。

老人爬山小腿发黑
肿胀，博士现场解惑

提着大包小包，我们紧跟着义诊队伍
穿巷而走。“噶多人来了，你们是来义诊的
医生？”“对啊，明天7点准时开始！记得
来！”“阿拉已经等很久了，机会实在难
得！”在阳台洗鱼的村民主动搭话。

原来，岛上村民寻医问药，大多需要
乘船搭车辗转大半天，才能到达舟山本
岛医院。听说市里的医生要来，还有博
士专家，村里提前两三天就通知了群众，
大家更是奔走相告。

午饭后我们正准备休息一下，突然听
见门口传来脚步声，几名医生提着药正要
出门。“我们要去个村民家。”义诊后勤人
员马建明说。我们赶紧跟了上去。“义诊
时我们要深入了解当地情况。”马建明解
释说。事实上，出发前大家已做足了功
课，汇总了当地疾病谱和群众需求。“我们
发现岛上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较高，占总疾
病数的一半以上，因此在队伍里配备了相
应科室的专家。”

同行的还有东极镇东极村青浜岛党
支部书记郭忠国。“现在去的是胡大伯
家，他今年 79 岁，前几年因为心脏问题
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一路上，郭忠国
详细介绍着。胡老伯住在山上，顺着台
阶拾级而上，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已是气
喘连连。“爬这么高来看我，辛苦你们
了。”胡老伯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原来他
也刚回来。“阿伯，您装了起搏器，走路爬

山千万得悠着点。”心内科主任医师方波
上前搀扶老人，同时不忘提醒他注意
身体。

“阿伯，我要给您提个意见！您的药
太多了，得及时清理！”一进门，方波发现
床上堆积着各种药品。“我帮您捋一遍，
能吃的药继续吃，不能吃我们去掉！”说
着，他拿起药品一一检查，并细细交代各
种药品用法。

“最近胃口怎么样？”胃肠外科副主
任医师、博士于宏伟搀着老人躺上床，开
始做检查。检查到下肢时，于宏伟发现
老人小腿肿胀，且颜色黯黑。“医生，我这
种情况出现好一阵子了，每次爬山就会
有。”“这种情况主要是受您的心脏功能
影响，血液回流受阻，导致了下肢静脉曲
张，建议您还是搬到山下住。”一问一答
间，胡老伯的疑虑解开了。

“阿伯，我还是要提醒您，有时间了一
定要来市里，做个全面检查，根据结果再
调整用药。”临别前，方波一边细心叮嘱，
一边留下联系电话。胡老伯感谢道：“多
亏你们来，我心里踏实多了。”

“与病人沟通，问得仔细是关键。”
方波说，老人年龄大了，往往会忽视衣
食住行中的很多问题，小症状久了极可
能成为重症，因此医生就得多问多叮
嘱。为不方便的村民上门服务，为义诊
服务做“加法”，能更近距离了解群众健
康需求，“我们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值！”方波说。

村民检测报告放在
市区，医生远程调取

次日清晨 6 时许，随行的工作人员
开始从村民家中借来桌椅，摆放到广场
上。大家有的摆弄仪器，将下榻的房间
改成“B 超室”“心电图室”，有的则从行
李箱中取出药品，仔细核对后摆放。一
番忙碌，一个小“医院”就搭好了，义诊也
就此开始。

心 血 管 内 科、神 经 内 科、胃 肠 外
科、老年病科、骨科⋯⋯村民可以按需
选择“诊疗台”就医，还可以享受检查、
检验、健康咨询等一站式医疗服务。

“就跟逛医疗集市一样，方便极了。”村
民毛阿姨站在队伍中，满脸写着期待。

今年56岁的毛阿姨，特意带来了厚

厚一沓病历前来寻医问诊。“阿姨，您这
个习惯很好，把这些年的病历报告保存
得很完整，可以说是‘模范’了。您哪里
不舒服？”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博士后
刘芳一边翻阅病历，一边主动询问毛阿
姨情况。“最近总是心悸，还有肚子疼。”

“好的，我帮您看看，疼的具体是哪个位
置呢？”刘芳边安慰毛阿姨，边让她作进
一步检查。

“您要注意了，接下来要连测两天血

压，如果都超过正常值的话，一般来说就
确诊高血压了。”刘芳发现村民何大伯血
压偏高，连测几次情况依然不乐观，立即
提醒他要引起重视。

“舟山老龄化程度持续走高，对于岛
上老人来说，义诊是很有必要的。”刘芳
从事临床医疗工作28年，是医院中西医
结合老年病科的学科带头人。她在义诊
过程中发现，岛上老人健康意识不强，还
欠缺合适的医疗方案。“通过义诊，我们

可以给予他们规范的用药和健康指导，
尤其是慢性病的防治知识，帮助他们及
早发现问题、进行治疗。”

“哎呀，我前几个月的胃镜报告单放
在了舟山市区，这可怎么办啊！”问诊到
一半，村民唐阿婆犯了难。

今年67岁的唐阿婆，常年受胃病困
扰，每隔一段时间会去本岛检查。当听
到于宏伟问她“有没有带近期报告单”
时，她才想起来自己既没带病历也没带
以前的检查报告。

“阿婆，别急！我现在手机连线。”
“不是在你们医院做的报告也可以查
吗？”“可以！”于宏伟联系了正在医院
的医生，通过医学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互信智控系统，调取了唐阿婆的胃镜
检查报告单用于进一步诊断。

看病同时收集科研
资料，提升医疗水平

人终于渐渐少了些。功能检查科
主任、副主任技师徐立文从心电图室走
出来。徐立文是义诊队伍中的元老级
人物，“我还记得第一次下小岛坐的是
小舢板，现在已经坐快艇了。船更新换
代了，我们队伍也更强大了，博士也有
好几个，跟老百姓的距离更近了。”

“义诊中能深入了解岛上的疾病
谱，是一个宝贵的统计资料。”对于泽博
士来说，此行不仅仅是义诊，还是在为
科研做调研。于泽是舟山医院精准医
学中心研究人员，也是舟山市卫生健康
系 统 首 个 省 级 博 士 后 工 作 站 的 研 究
人员。

“群岛的特殊性，为我的科研提供不
一样的视角。”于泽告诉我们，他的主要
研究方向是肿瘤的糖脂代谢重编程。岛
上居民以老年人为主，也是癌症多发的
群体，他们特殊的饮食习惯会影响对糖
类、脂肪、氨基酸吸收和代谢，也会影响
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因此，针对这
一群体的肿瘤样本研究，对于海岛老年
人的癌症早筛和预防具有积极的临床意
义。”

“这次来接触了不少海岛居民，正好
可以跟我研究的课题结合起来。”一旁，
于宏伟接过话匣子。他说自己正在研究
海岛居民肠道微生物与胃肠癌前病变的
相关机制，“科研成果来自于临床，也终
将服务于临床。希望在诊疗过程中了解
研究海岛病种，针对性地提升海岛医疗
水平。”

“你们能来，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咨
询点，年轻的严善跃格外显眼。他经常
在岛上组织净滩活动，看着参与活动的
志愿者多了，就想来学习些急救知识。

“这次我们带了些健康宣传手册，正好可
以给你们⋯⋯”护士长潘海燕拿起宣传
册，为严善跃科普起来。“课”后严善跃拿
出一张义诊海报，他说这是志愿者利用
废弃物制作的，“海报的底布源自废弃的
水泥袋，字由海带拼贴而成。这些是为
了感谢医护人员的到来。”

越来越多博士参与义诊的背后，是
医疗惠民的深远考量。“今后我们将不断
释放高端人才的组团优势，让所有海岛
人民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拓展
医疗服务空间和内容，实现优质医疗资
源前置。”舟山医院党委书记张国强
表示。

记者跟随舟山医院义诊队来到东极岛——

小岛你好！博士医生跨海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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