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年初，山东莱

阳市施行“医生下乡”活

动，来自莱阳中心医院等

6 所县级以上医疗卫生单

位的 784 名医生，一人承

包一个村，覆盖莱阳市所

有农村。

莱阳市卫生局副局长

朱向前说，下乡医生本着

自由结合、专业互补的原

则，组建 3~5 人的医疗服

务小分队，联合开展送医

服务，每人每年至少 6 次

在 所 包 的 村 开 展 送 医 服

务。如果有医生不达标，

将面临处罚。

莱阳市中医医院副院

长王建涛介绍，对于同一

科室多名医生有下乡任务

的，实行 AB 岗制度，一

名医生下乡不在岗时，另

一名医生代行其职责。（据

8 月 4 日《人民日报》报道）

 在 国 家

医疗资源失调

和突发事件面

前， 国 家“ 指 哪 打 哪”

是公立医院公益性的体现

之一。不过，在上级医院

人力资源本身也捉襟见肘

时，是否可尝试募集其他

力 量 完 成 此 类 工 作 呢？

如，借助医疗界 NGO 组

织，或发动退休医生的力

量等。

近日，一个号称“广

州最靠谱和最坑爹妇科医

生”的帖子在微信朋友圈

广泛流传。帖子将该市多

家医院的 15 名妇科医生

分 成“ 红”、“ 黑” 两

榜，并细列了医生姓名、

挂 号 费、 挂 号 方 式 和 网

友的综合点评。网友“点

赞” 的 医 生 被 归 入“ 红

榜”，网友吐槽的则被归

入“黑榜”。该帖自称“已

被 30 万妈妈收藏分享”，

并 向 大 家 支 招： 以 后到

医院看病，看红榜医生就

对了！

从内容来看，这份妇

科医生“红黑榜”对医生

的评价主要是根据患者就

医的主观感受，比如“黑

榜”医生的特征为：①态

度冷漠；②开一大堆检查

和药物；③向患者推荐营

养品和保健品。“红榜”

医生特征则为：①态度好；

②耐心；③愿意解答问题；

④不乱开药。

对此，广州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血管外科主

任杨澄宇认为，这样的“红

黑榜”如果全部都是网友

客观真实的点评，那么这

就是医生的“口碑”，确

有借鉴意义。不过他同时

表示， “很难排除这当中

有没有‘水军’或自

我炒作？而且上面所

作的推荐，有些与医

疗同行之间的互相评

价相距甚远，值得商

榷。”（据 8 月 2 日

《广州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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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热议

一周热点 域外传真

近六成医生力阻子女学医

重病患儿获院士关注

自己吃过的苦，不让子女或亲友继续承受，这是人的本能之一。

不过，家长或许更应该把关乎人生未来的抉择权还给子女。毕竟，

路还是他们自己走，况且高中生已具有基本的判断力。成为一名理

性的建言者，而不是子女探险的阻挠者，或许是“医一代”应该做的。

已经在院接受治疗，仍在网上求助。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患

儿家属对治疗的不信任。最后只有待业界大咖出面，患儿家属才算

是吃了定心丸。可是，类似事件多了，大咖想必一定会面临尴尬的

选择题。面对舆论求助，次次出面不太现实，置之不理又显得有些不尽人情。可见，

建立患者信任机制十分必要。

日 前， 某

医学专业网站

发起的一项由

3860 名医务工

作者参与的问

卷调查显示，

有 58.0% 的 受

访者会力阻自

己 或 亲 友 子

女报考医学院

校，仅 3.0% 的

受访者建议自

己或亲友的子

女学医，其余 36.2% 持

中立态度，尊重子女的

意愿。

调查还发现，“医

疗环境不安全”是首因，

有近四成人选择。“医

疗 人 员 不 为 患 者 所 尊

重”、“工作强度大”、

“收入较低”等因素也

排在前列。此外，仅有

10% 的医生会依然选择

学医。（据 8 月 4 日《中

国青年报》报道）

7 月 30 日上午，一

则求助信息开始在微信

微博出现。帖子称，小

学生李天政罹患重症脓

毒症合并急性呼吸窘迫

综 合 征（ARDS）， 正

在当地医院儿童危重症

监护室接受治疗，请网

友推荐熟悉 ARDS 病情

的医生。

信 息 引 发 网 友 关

注。钟南山院士亲自打

电话给患儿父亲，表示

了解过小天政的病情，

还与其他专家商讨过，

认 为 存 在 细 菌 感 染 导

致发病的可能性，这种

情况目前并无特效药，

办法是对症支持治疗，

需 要 较 长 时 间 的 治 疗

与恢复。

在理解了“大部分

病例无法找到病原体，

是相当正常的”之后，

患儿父亲决定全力配合

当地医院治疗。（据 8

月 4 日《广州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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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医生红黑榜受捧

官方“医生红榜”或解尴尬
民间自办医生红黑榜已不是第一次，已然成为一剂

广受欢迎的“良药”。殊不知，民间红黑榜正如盲人把烛，

虽为烛，但视者不明，道路依然不稳。

对于广大医生而言，除了对此抵触之外，更多的应

是反思与自省。在现实中，确有人将网络当成发泄平台，

单靠患者一方面评价判断医生，确实不够公平和客观。

但如果“人在江湖飘，总是你挨刀”，恐怕就是你的不

对了。此外，医院也应开展自查督促。

——海南日报

民间医生红黑榜受热捧的背后，何尝不是因为官方

榜单的缺乏。如今，医院越来越庞大，分科越来越细，

患者走进医院，用“两眼一抹黑”来形容毫不夸张。如

何建立一张让患者和医务人员均信服的透明榜单，值得

医院管理者和卫生行政部门深思。

不过，在建立这样一套评价体系时，更需要保护那

些“仍需努力”医师的尊严和隐私。榜单要发动他们向

标杆医生看齐，而不是为其贴上“差医生”的标签。

——本报编辑部

两 位 在 利 比 里 亚 感

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

疗救助人员回到美国后

注射了由圣地亚哥一家

生物医药公司研制的实

验性药物，身体状况明显

改善。

不过，感染病毒的布

兰特利医师回到美国接

受治疗这一事件，引发了

美国公众的强烈抗议。

大 量 美 国 民 众 在 社

交媒体上发帖，要求不

要将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接回美国。他们担心，

描写致命埃博拉病毒的

好莱坞电影《极度恐慌》

中的场景将在美国上演。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 8 月 2 日 说， 接 受 布

兰特利医生的医疗机构

接到多封电子邮件和至

少 100 个 普 通 民 众 打 来

的电话，质问他们把患

者接回国内的做法。（据

8 月 4 日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报道）

日 本 一 家 医 院 因 为

使用公公的精子和儿媳

的卵子实施体外受精，17

年 诞 生 了 118 名 跨 辈 婴

儿。这在日本国内引发热

议。不少人质疑，这一行

为将导致家庭伦理关系

的混乱。

自 1996 年到 2013 年

间，日本长野县一家治

疗不孕不育症的专科医

院以丈夫缺乏精子无法

怀孕的夫妇为对象，将

丈夫父亲提供的精子与

妻子的卵子实施体外受

精。除了一些失败案例

之外，已经总共诞生了

118 名婴儿。

对此，日本国内舆论

褒贬不一。一些人对此表

示理解，认为比起没有血

缘的外人，有血缘关系的

体外受精从心理上更容

易接受。但也有不少人对

这种做法进行谴责，认为

这容易导致家庭伦理关

系混乱。（据 7 月 29 日《日

本朝日新闻》报道）

美国：
感染埃博拉病毒医务人员病情好转

日本：
隔辈婴儿引热议

八百医生下八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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