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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5000 种中

文科技期刊中，1/3 是为

了研究生的学业及教授的

职位晋升发表文章而存在

的。”尽管危言耸听，但

躬身自问，不无道理。

然而，就学术的发展

和科技的普及而言，笔者

认为中文科技期刊在传承

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价值不

可磨灭。1915 年，中华医

学会的创始人伍连德博士

在《中华医学杂志》创刊

号的发刊词中指出：觇国

之盛衰，恒以杂志为衡量。

杂志发达，国家强盛。随

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事物

和情况层出不穷，如何面

对？笔者认为首要的任务

是加强学习，以史为镜，

以夷为鉴。

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办

刊人而言，我们不应仅仅

把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各种

期刊评价指标，怎样获取

各种奖励上，应求真务实，

力戒浮夸，出色履行“守

门人”的职责，尤为重要

的是为传统科技期刊出版

守望那一片田野，办出高

水平的精品期刊。

卢嘉锡院士早就指出：

“对科研工作来讲，科技期

刊工作既是龙尾，也是龙

头！”因此，要深刻认识到

我国科技期刊目前所面临

的内忧与外患，真正认识到

一个国家要想攀登科学文

化的高峰，科技期刊是不可

或缺的基础性建设。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副局长邬书林最近表示，

学术出版水平的高低决定

着一个国家出版业的水平。

做好学术出版是出版业义

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要把

创新性知识作为学术出版

的中心，打造高质量的学

术出版物，逐渐形成一套

科学的学术出版组织架构

和出版体系。

作为办刊人，我们应

秉承办刊初衷，力戒崇洋

媚外，通过不懈的努力来

提高中国科技的国际话语

权。否则，从小处讲我们

将在经济上吃亏，从大处

着眼将丧失中华民族在全

球科技制高点上的话语权，

难以支撑文化的民族复兴。

按照中国传统说法，

辞别金蛇狂舞之后，必将

喜迎万马奔腾之年。唐代

大文学家韩愈曾浩叹：“世

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

有。”当今世界，期刊作

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其作

用无异于伯乐，实际上就

是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国家的繁荣昌盛而提供的

舞台。

每当“医闹”事件发

生时，许多人出于“治本”

的考虑，将更多的视线和

期望寄托在加快推进医疗

改革，转变医生绩效机制，

加强医德等方面。而对于

严惩凶手、严肃医院秩序、

构建安全有效的医生保护

机制则成为医生群体的孤

独呐喊。

这无疑是只看清了“表

里”，却忽视了“缓急”。

就“医闹”的“病情”而论，

机制体制问题固然是“里”，

是“本”，但是防范不够、

处理不严，让“医闹”成

本低而受益大，则是“表”，

则是“急”。治病固然要

治本，但医学中比“治本”

更重要的是“治急”。

当前“医闹”愈演愈

烈，正是因为许多人把矛

头 指 向 医 疗 机 制 体 制 弊

端，寄希望于医改来彻底

破解“医闹”。而这种“缓

急”的错位，不仅让“医

闹”肇事者得寸进尺、有

恃无恐，造成“医闹”愈

发不可收拾，更让广大医

生群体伤透了心，医学院

校毕业生不愿从医，医生

转行业者大有人在，“医

不过二代”正在成为普遍

现象。

破解“医闹”难题，

需要我们借鉴中纪委当前

反腐“以治标为主，为治

本赢得时间”的经验，既

要加强医改进程，更要花

大力气、下猛药对付“医闹”

分子，发现一起严惩一起，

切实提高“医闹”违法成本，

加强医院安保工作，保证

医生的人身安全。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儿科主任束晓梅所言，医

护人员如果没有了职业安

全感，最终受到伤害的将

是广大患者。不要等到生

病了找不到医生，或者医

生和患者之间要隔上铁栅

栏之后，我们才看到这个

问题的重要性。

重务实戒浮夸  科技期刊方得出路
▲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主任  游苏宁

近日，安徽黄山市

人民医院门口，一辆别

克车拦住“生命通道”10

多分钟，司机不见去向，

使疾驰而来的救护车无

法进入医院。在场群众

将车团团围住，义愤填

膺。原来，别克车是黄

山市烟草专卖局徽州分

局的公车。单位负责人

回应此事时表示，司机

不过是顺路去看看牙齿

而已，不必上纲上线。

小编辣评：

好一个“不必上纲

上线”，那么什么情况

才应该“上纲上线”呢？

小编着实敬佩该“领导”

说出此话的勇气。

公车私用、扰乱正

常就医秩序是不争的事

实，这种“老爷”作风

绝对应该是国家有关部

门急需整治的风气。更

为重要的是，车堵在了

医院门口。当前医患关

系甚为微妙，些许风吹

草动都有可能使双方形

成对立。急诊抢救又是

最易引发医患纠纷的科

室，此公车如此高调的

行为，极有可能造成抢

救不及时而形成医患矛

盾，医生、医院恐又将

被称为“草菅人命”的“败

类”。如此蝴蝶效应恐

怕是这位“老爷”不会

想到的，也不会去想的。

对此类事件上纲上

线并无不妥。俗话说细

节决定成败，此类细节

应该被放大。

日前，新浪微博上

曝出一张上海某医院急

诊医生持防暴盾接诊的

图片，后经证实，该图

片只是医生开玩笑摆拍

出来的。

小编辣评：

起 初 看 到 这 张 图

片，小编也甚为震惊，

因为最近一些时日我国

的暴力伤医事件实在过

于频繁，医务人员更是

人人自危。早些年，医

务人员有顶着安全头盔

接诊的先例，前不久又

有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学

习跆拳道的“义举”，

如今举着盾牌出门诊似

乎成了前者的升级版。

医生摆拍此照片绝

非仅仅是开玩笑，实属

对于当前恶劣的医疗环

境的控诉。但是，控诉

虽是一种反击，但也应

打蛇打七寸，“盾牌”

这一招不仅不利于缓和

当前尖锐的医患关系，

更是将医生与患者的关

系摆到了对立的位置

上，将患者隔在了冰冷

的盾牌之外。

言 论 自 由 固 然 没

错，但我们更应该始终

保持清醒的头脑，说话

前多想想可能会出现的

后果，否则很可能打出

一招“七伤拳”，敌人

未必中伤，自己反倒伤

的不轻。

公车堵医院应该“上纲上线”

盾牌接诊实属“七伤拳”

破解“医闹”应先治“急”再治“本”
▲ 媒体人  罗容海

涉医广告乱象丛生，

是违法广告的多发地。有

的 涉 医 广 告 夸 大 疗 效 宣

传，误导消费者。有些违

规加入了药品的食品和保

健品，通过广告被宣传为

降糖、降血压或者是减肥

的神药；有些只有热敷功

能 的 理 疗 仪， 通 过 广 告

被 宣 传 成 了 治 疗 百 病 的

神器。消费者一旦使用广

告宣传的“神药”、“神

器”，不仅蒙受经济损失，

还会贻误病情甚至危及生

命。虚假涉医广告侵害消

费者的经济利益，损害患

者的身心健康，甚至危及

生命。

要切实杜绝涉医虚假

广 告， 避 免 违 法 涉 医 广

告 给 人 民 群 众 带 来 的 身

心 和 经 济 方 面 的 危 害，

笔者认为：

首 先 要 修 订《 广 告

法》，大幅度提高违法广

告的处罚力度，增加违法

成 本， 增 强 法 律 的 震 慑

力；其次，凡药品、保健

品、器械等涉医广告，应

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审批，

审批部们承担审批责任，

如报送食品药品管理局备

案审批。未经审批的广告

不得播放；再次，公众人

物 代 言 涉 医 广 告 应 实 名

制，并在广告中出示有本

人签字同意承担不良后果

的连带责任书；最后，凡

在广告中宣传有治疗某种

疾病效果的，应当强制要

求在广告中展示相关机构

的临床验证报告。

涉医广告必须加大监管力度
▲ 全国政协委员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 孙丰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