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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首先声明，这里的

“ 乡 村 医 生” 指“ 村

医”， 不 是 乡 镇 卫 生

院 有 编 制 的 医 生。 经

常在一些文稿里看到，

说 乡 村 医 生 是 村 民 健

康 的“ 守 门 人”。 笔

者认为这种说法欠妥。

作 为 村 民 健 康 的

“ 守 门 人” 就 应 该 为

村民健康负重大责任，

特 别 是 应 该 作 为 村 民

就 医 看 病 转 诊 的“ 把

关 人”， 而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一 方 面 村 医 要

有 初 步 诊 断 疾 病 和 疑

难 危 重 患 者 识 别 的 能

力， 而 就 目 前 村 卫 生

室 条 件 和 村 医 的 业 务

能 力 来 讲， 是 不 可 能

的。 另 一 方 面， 村 民

要 对 村 医 有 足 够 的 信

任，这一点，也不可能。

因 此， 要 让 村 医 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村 民 健 康

“ 守 门 人” 有 点 儿 勉

为其难，恐不堪负重。

那么，准确地讲，

村医应该成为村民健康

的什么人呢？应该成为

“守护人”。尽管守护

人与守门人仅有一字之

差，但责任和权利完全

不一样，要求村医所提

供的“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标准”也不一样。

2015 年 1 月 19

日，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认 为， 乡 村 医 生 是 最

贴 近 亿 万 农 村 居 民 的

健康“守护人”。随后，

2015 年 3 月，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乡 村 医 生 队 伍 建 设

的 实 施 意 见（ 国 办 发

〔2015〕13 号）也指出，

乡 村 医 生 是 我 国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队 伍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是 最 贴 近

亿 万 农 村 居 民 的 健 康

“ 守 护 人”， 是 发 展

农 村 医 疗 卫 生 事 业、

保 障 农 村 居 民 健 康 的

重 要 力 量。 这 也 就 是

说， 乡 村 医 生 是 最 贴

近 亿 万 农 村 居 民 的 健

康“ 守 护 人”， 是 国

家文件的正规说法。

因此，希望今后写

文 章 和 编 发 文 章 的 媒

体 人， 一 定 要 准 确 定

位 乡 村 医 生， 别 给 他

们 增 加 额 外 的 负 担，

而 乡 村 医 生 自 己 也 应

该 清 楚 自 己 的 定 位，

别自己给自己加码。

 5 月 27 日， 钟 南 山

院士在第一届中国体育运

动 与 健 康 大 会 上 发 言 表

示，在我国医疗事业从以

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

心 转 化 的 战 略 思 想 指 导

下，医学多个领域都在开

展运动研究。

“比如呼吸康复、糖

尿病患者运动康复、脊柱

关节炎患者运动康复、疫

情期间方舱医院患者运动

康复等，都取得了很多的

成果。”钟南山认为，现

在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体医

双方联合，以防病为目的

提升体质，把健康运动作

为一门学科来共同研究。

在钟南山看来，当前

体医融合急需人才。“我

们需要经过体育培训的医

学人和经过医学培训的体

育人，在长期融合中，我

们总结经验并发展为理论，

使得它长期为人们保持健

康服务。”

此外，钟南山还强调，

不只是普通健康人，近 3

亿慢性病患者、老年人，

残疾人，更迫切需要科学

运动的指导。“一般医院

给患者的康复运动指导，

还不能完全实现上述目的，

体医融合可以克服医学指

导运动的不足，让广大患

者不仅能够获得健康，同

时也享受了运动的乐趣，

生活的美好。”

         （来源 / 光明网）

对于罹患肿瘤的患者，

该不该把实情告诉他们？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

任委员顾晋教授结合 40 余

载临床实践，在自己的新书

《外科医生的故事：大肠癌

传》中给出值得大家学习和

借鉴的经验。

顾晋指出，与患者沟

通有3点要特别注意：首先，

要“因人而异”。要依据

患者的年龄、性别、职业

及大致的文化程度区别对

待，对特别敏感、看上去

相对脆弱的患者，告诉其

坏消息时要特别注意；第

二，要“避重就轻”。慢

慢地释放坏消息，而且善

于从坏消息中寻找积极的

东西，给患者足够的时间

去接受患肿瘤的事实；第

三，告诉患者“我有办法”，

这也是顾晋鼓励患者的法

宝，多数情况下“我有办

法”给患者的鼓励是非常

奏效的。肿瘤患者最大恐

惧是“我患了不治之症”，

如果医生说“我有办法”，

对患者无疑是一种巨大的

安慰。这时医生并没有说

谎，因为即使对晚期肿瘤

患者，医生仍可以为他减

轻痛苦，医生要让患者知

道“你并不孤独，我们和

你一起战斗！”

顾晋说，其实绝大多

数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了如

指掌，个别患者对自己的

病情讳莫如深，实际上也

是心知肚明，只是“难得

糊涂”罢了。事实上，每

个人都会面临坏消息，也

都是坏消息的传递者。人

生百态，生死无常，正确

的态度无疑是坚信：一切

都会过去。

基层声音

一字之差   别再给村医“加码”了
▲ 陕西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 徐毓才

与肿瘤患者沟通要因人而异
▲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游苏宁

钟南山院士：体医融合急需人才

时事热点

近日，内蒙古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开通

医德医风公示栏，定

期发布“医德医风红

黑榜”，使评议带上

刚性约束力，让医生

从此不敢马虎应对。

但是也要看到，

这类红黑榜也可能产

生一些副作用。比如，

当 患 者 处 于 生 死 关

头，敢于担当的医生

在治疗中一旦出现问

题，容易受到家属的

指责；相反，不敢担

当的医生就会将诊疗

方案任由家属选择，

以求自保，患者很可

能失掉宝贵的获救机

会。仅凭医生的表面

态度或患者一两次就

医的直觉经历，就决

定医生是上红榜还是

黑榜，会让一些医生

在诊疗过程中更加趋

于保守。

此外，红黑榜可

以及时调整，但医生

在患者心目中的坏影

响一旦形成，很难随

着红黑榜的调整而调

整，应该防范患者一

时的意见和不满，对

医生和医患关系形成

长期伤害。

因此，医院大胆

公示医德医风评议结

果，是强化医疗行风

建设的有益尝试，但

细节是否合理，会不

会产生其他副作用，

还需要在现实操作当

中加以检验。医院管

理创新是一个不断完

善的过程，既不能因

为存在风险就固步自

封，也要不断加以总

结和提升。如此才能

做到趋利避害，让医

德医风持续向好，而

不会对医疗行为构成

不利影响。

发布“医德医风红
黑榜”要趋利避害

▲原解放军 181 医院 罗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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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妇科  莫做成年女性“缩微版”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石一复

小儿及青少年妇科（以

下简称为 PAG) 是近年被

重新认识和重视的一门亚

学科。其实，我国小儿妇

科起源很早，早在公元 700

年前，即有对女童小儿外

阴阴道炎症、月经异常、

发育异常等有关诊治的记

载。但此后学科发展逐渐

落伍。20 世纪后，国外小

儿妇科发展迅速，但我国

有关单位、医护人员、群

众等意识和观念不强，直

到近 10 余年才相继开设了

小儿妇科门诊，但仍属于

“拓荒”阶段。

目前，国内浙江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在孙莉颖主

任团队 10 余年的坚持下，

已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小

儿妇科医疗单位。随后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尹玲主任

等团队也相继开设 PAG 门

诊 , 为广大小儿及青少年

女性带来了福音。

“机遇的窗口”奠定一生健康
长期以来，有个别人

认为 PAG 与贞洁有关，家

长也不知女孩有了妇科病

该去何处诊治，因此常延

误治疗，甚至为成年酿下

不良后果。其实，女孩在

不同时期，生殖器官各有

不同的生理和解剖特点，

引起的妇科疾病与成年女

性也有区别，绝不能把女

孩子的妇科病与成年女性

等同，更不能认为是成年

女性的“缩微版”。

要 知 道， 成 人 疾 病

多来自胎儿。生命早期的

1000 天（从孕育开始到两

岁）可改变人的一生，这

一年龄期被称为“机遇的

窗口”，无论是妇科病或

其他疾病，都会影响女性

作为母亲的角色及一生的

健康。女性是人类的“半

边天”，所以更要高度重

视 PAG 的诊疗，及早发现

和识别尚在母亲子宫内的

发育障碍（缺陷和畸形），

新生女婴、幼童、少女特

有的疾病和日后影响女性

一生的内分泌、孕育、健

康等一系列问题。

把握特点全方位关爱祖国花蕾
小 儿 妇 科 有 其 特 殊

性。由于女性生殖器官特

殊的位置和结构，以及自

身防御功能不强等因素，

小儿极易发生妇科问题，

如生殖器官缺陷及畸形、

内分泌问题、炎症、肿瘤、

生殖系统损伤、痛经与子

宫内膜异位症、少女妊娠

及 流 产、 乳 房 发 育 与 有

关疾病、性和性教育等，

还 有 常 出 现 的 急 症 和 急

诊等。

PAG 已经成为一个专

门的亚学科，PAG 医生应

逐步熟练掌握 PAG 的急诊

特点，还要重视病史的询

问、检查，女性家长或监

护人要在场，陪同诊疗的

法律法规、有关性侵的报

备制度、男医生诊治必须

有第三者在场等许多原则

均应重视。

急诊医护人员和其他

相关学科医生也必须对不

同年龄阶段 PAG 的急症和

急诊有所了解，这样才能

更好地为小儿和青少年妇

科疾病诊治服务。作为家

长，首先从思想上明确为

了女孩子健康，看妇科病

及有关检查是必要的，没

有什么难为情和不必要的

思想顾虑。同时做好孩子

的工作，协助医护及早诊

治，为女孩一生的生殖健

康而着想。

来源 / 千库网来源 / 千库网

《你还在天天戴口

罩？关于“二阳”，专

家有新说法》

@ 文福  不传谣，

不信谣。只有日常科学

防疫，努力发展经济，

有了经济基础后，加强

医学科学研发创新，才

能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回音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