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评论 A03
2012年6月12日 星期二

责编 兰燕飞 美编 魏冬杰 责校 吴限 评论投稿信箱：shepingbj@vip.sina.com shepingbj@vip.163.com 在线投稿：www.bjnews.com.cn/tougao

【急救车该怎么送患者】

晚上急救车送来一被
马蜂蜇伤的患者，辗转三家
医院，最后一家斩钉截铁地
说只有协和能治。患者到
协和后听说还要转到 304，
急了骂我们。我向家属解
释北京市毒虫叮咬的都在
304 看，家属一口咬定某某
医院说了就你们能治。我
拨通了 304 的电话，确定能
看后家属才骂骂咧咧转走。
——于莺（急诊科主治医师）

难道急救车不知道往
哪送？送的过程中不和医
院联系？

——新闻人艾君
第一、许多老病号长期

在某家医院看病，即使联系
了，没有床位他们也必须
去 ，不 去 ，可 想 而 知 的 后
果。第二、我们在车内联系
欲送往的医院，可因急诊很
繁忙，不接电话我们又能如
何？第三、急诊告知我们没
有床位，转告家属，不信，送
后经常看到有床位，我们此
时找谁说理？院前和院内的
无缝隙衔接仍应不断完善。
——刘扬（急救中心医师）

由于信息不对等的原
因，患者不太可能准确了解
出了什么状况就到特定医院
的。无论患者首次被送到哪
家医院，如果不能处理，但能
准确告知该到哪个医院就
诊从而及时转诊，相信大家
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医疗
系统内部应建立转诊指南
和某些情况的绿色通道，尽
量避免因找错地方给患者
带来的麻烦，争取治疗时间。

——金编辑（编辑）
这件事情说明：第一，

信息联网及统一标准的重
要性，包括急救转运系统应
该清楚该送到哪里，哪里能
治。第二，之前几家医院如
果能够先打个电话明确转
去的医院是否能治，就可避
免患者盲目奔波。第三，不
了解情况的大夫决不能信
口开河、一口咬定，给兄弟
医院带来不必要的纷争。

——于莺

【其他】

每年这个季节，南京都
会出现这样“世界末日”般的
阴霾天，年复一年，领导换了
一任又一任，谁也没解决这
个问题，是能力问题还是态
度问题，市民不知道，但是市
民都知道：让人民呼吸这样
的空气就是失职！市民不想
听原因，不要听道歉（也没人
道歉），我们要解决问题。

——孟非（主持人）

“章鱼保罗”原来转世
到了咱中国，国安球员邵佳
一欢乐了。给非球迷解读
一下：欧洲杯前3天6场球，
这哥们全预测错了，命中率
100%。佳一球踢得不错，猜
球也有一套。这跟某节目
相似，越被骂，收视率越高，
台里和编导们越欢乐。当
然，我相信佳一不是故意这
么做的。就像我相信某节
目是故意这么做的。
——杨禹（央视特约评论员）

■ 第三只眼

“50%的误诊率很正常”何其冷漠

■ 议论风生

“最美路人”
人人可为

这家医院缺乏对病人生命足够的尊重，对生命的离去，缺乏足够的敬
畏，所以，告知真相远没有将事情“抹平”来得重要。

■ 马上评论

据媒体报道，近日，河
南一家医院，在短短 3 天之
内，有两名正值壮年的病人
突然去世，而医院给出的解
释居然是：国内医院都是
50%的误诊率。言外之意，
大概是病人的死亡，不过是
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应该承认，当前的医学
并非尽善尽美，有很多疾病
还缺乏有效的诊断和治疗
手段。而且，作为医院中的
从业者，医生和护士也都是
普通的人。“有人的地方就
有错误”，因此，出现误诊误
治在所难免。但理由不管

多么充分，医院都不应该对
于病人的死亡采取一种“泰
然处之”的态度。因为病人
既然选择将自己的健康和
生命托付给了医院，医院就
有责任给出一个相对明白
的解释。

事实上，医院的管理要
求也是这样做的。在医院
管理中有 13 条核心制度，
其中之一就是死亡讨论制
度，该制度要求，医院对于
每一位病故患者的病情进
行及时的医疗讨论和分析，
并做出相对科学的医疗判
断。对于一些难以解释的

死亡病例，还要求组织多个
专业的科室进行讨论，以最
大可能地做到对病人死因
的客观与准确。所以，向病
人家属明确告知病情和死
亡原因，是医院管理赋予医
院的基本义务。从这个角度
说，医院以 50%的误诊为借
口，对病人的死亡原因闪烁
其词，是不负责任的。

出现这种态度有很多
客观原因，例如，当前缺乏
一个规范的医疗赔偿机制，
医院一旦承认自己的失误，
可能会面临非常高昂的经
济赔偿，一些医生的行医道

路也可能遭受破坏。但最
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当地医
院缺乏对病人生命足够的
尊重，对生命的离去，缺乏
足够的敬畏，所以，告知真
相远没有将事情“抹平”来
得重要。

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尽
快介入调查，患者的死因究
竟是什么？医院在治疗过
程中是否存在问题？都需
要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
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
维护患者家属权益，不使医
患关系进入恶性循环。

□郑山海（医生）

■ 时事漫画

据媒体报道，6 月 3
日，广州天河区一 3 岁女
童失足悬挂 4 楼阳台，一
黄衣男徒手爬上3楼防盗
窗，将女童托举十余分
钟。在警察帮助下，女童
最后安全着陆，而黄衣男
子却消失在车水马龙中。
事后，经广州全城“通缉”，
才知此人叫周冲。对自己
的表现，周冲很淡定，称
只是“举手之劳”。

一个默默无闻，尚未
找到工作的打工仔，一夜
之间成了记者镜头下和网
络上的红人，成了千万市
民眼里的“平民英雄”。相
对于“平民英雄”这个称
号，他的另外一个称号“最
美路人”更让人心动。

说到“路人”，网友们
经常以影视剧中的“路人
甲”“路人乙”来调侃，既
指角色无足轻重，也可以
表示某人的社会地位无
足轻重。但周冲的事迹
却告诉我们，哪怕只是一
个“路人”，也可以演绎出
不同凡响的精彩，成为众
人眼里的“最美路人”。

从某种角度说，人人
都是“路人”，周冲之所以
成了备受称赞与敬仰的

“最美路人”，根本原因，
在于他在爱与善上，在勇
敢与机智上多走出了一
小步，而这一小步，对于
另一个人却可能是生命
的一大步。期待更多的
人能成为“最美路人”，在
行路之余传递出爱与美。

□苑广阔（职员）

山西省吉县“人祖庙遗
迹”的考古清理结果近日被
披露，有专家认为，在人祖
庙发现的 6200年前“皇帝遗
骨”为明代人认为的女娲骨
骸。而对于把“女娲”与人
祖庙发现的人骨画等号，北
大 考 古 学 教 授 认 为 很

“玄”。（6月11日《大河报》）
23 位专家认为吉县人

祖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祭
祀女娲的考古遗迹，作为学
术观点当然是无可厚非。两
派意见就是不是“女娲遗骨”
展开争论，是学术界正常的
争鸣。而从文物保护的角度
看，人祖庙遗迹的真假问题
则需要辩证看待。

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
辰生对黄帝陵的“真假”问
题的看法值得参考。他认
为，“现在搞‘假古董’绝对

要不得，但是历史上形成的
一些东西，尽管它是假的，
但它又是真的。”所谓假，是
指它不是真正的那位黄帝
的陵寝；所谓真，就是说从
汉武帝开始就认定了这里，
尽管黄帝陵不是“真的”，但
它对今天的炎黄子孙仍具有
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笔
者认为，“人祖庙遗迹”和黄帝
陵一样，都是悠远中华文明的
见证。以此观之，无论“女娲
遗骨”是真是假，人祖庙的遗
迹遗址都应当得以保护。

但真正很“玄”之处，是
报道透露了不少令人浮想联
翩的信息。据报道，参与人
祖山考古工作的单位中有一
家旅游开发公司，甚至“有专
家提议人祖山在未来几年里
建设祭祖广场、朝圣天阶和
史前人类博物馆，并修复人

祖庙和伏羲庙，作为旅游项
目”，甚至巨石上的石窝、棋
盘和小柱洞也已经被附会成
女娲和伏羲观天测斗、创造
八卦、制定历法的证据。

公众当然有理由怀疑，
当地热炒“女娲遗骨”的背
后，是否还是“文化搭台、经
济唱戏”的开发逻辑？“女娲
遗骨”之所以迅速引起舆论
关注，反映了正是带有全局
性的普遍问题——一些地
方打着“保护文物”的幌子，
以所谓“考古发现”作为制
造“假古董”的依据，最终仍
不过是利益驱动，搞旅游开
发。为此，人祖山何去何
从，当地主管部门应对公众
予以说明。

实际上，无论是建所谓
的祭祖广场、朝圣天阶，还
是穿凿附会地复建古庙，

都不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正
确方向。现在不少地方把
重建、恢复一些古建筑，修
庙造塔，或是修建仿古街
道，也认为是一种保护。实
际上，这是对保护的误解，
因为新建的仿古建筑不含
有历史的信息，同时也给
人错觉，冲淡和影响了对
真正历史遗存的保护。对
此，2005 年下发的《国务院
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
通知》早已强调，“坚决禁
止借保护文物之名行造假
古董之实。要对文物‘复
建’进行严格限制”。

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
孰先孰后，孰轻孰重？这次

“女娲遗骨”引出的问题，应
当引起各地旅游、文物、规
划等部门的深思。

□姚远（学者）

“女娲遗骨”有何商业玄机？
公众当然有理由怀疑，“女娲遗骨”的背后，是否还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开发逻辑？

公交“碰碰车”

6月4日，昆明市民陈
女士在高速上被一辆丰田
公务车“别”了两次，最后
她驾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
隔离带，身上多处受伤。丰
田公务车的驾驶员是普洱
市质监局副局长王维雄，他
称，“不管在哪里，我都摆得
平。”（6月11日云南网）

王副局长的侵害行
为是一种完全的故意，性
质上已不同于交通肇事
的意外。特别是那句“哪
里都能摆平”，绝不仅仅
是自贬觉悟与人格，更是
对政府和司法形象与声
誉的污损。“摆平局长”的
狂言或许不该相信，然而
现实中的情况往往真的

“很现实”，如媒体报道过
的安徽桐城一位纪委书
记在医院对医生大打出
手，说“我上面有人”，然
而最终不过是免职了事
——说不定哪一天又复
出了。到了“摆平局长”
这里，最终处理结果究竟
是“罪”责对等，还是假装

“严肃处理”，将验证这位
“摆平局长”的摆平能力。

□马涤明（职员）

“摆平局长”
怎么这么牛

6月5日，东莞两辆公交车上演惊魂一幕。一辆公交撞上了
另外一辆公交，乘客纷纷以为公交车要翻车了，一名刘姓乘客称
当时被吓得尿裤子。被撞的公交司机称两路公交因运营路线重
合，摩擦较多。(6月11日《城市信报》） 漫画/勾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