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

不缺救死扶

伤的医生，

但缺少像小伙这样心怀

感恩的人。”这样的一句

话既有些苍凉无奈，却也

掷地有声。每个生命的诞

生、每位患者的康复，无

不享受到医生的仁术，但

社会回馈给医生的是什么

呢？希望每个人都能尊重

医生，爱护生命，杜绝辱

骂和暴行。

7 月 19 日，江苏省本

科一批次录取结束，理科

状元蒋婧煜填报了医学专

业，被清华临床医学实验

班录取，引发媒体关注。

蒋婧煜的想法很淳朴，

对于医生，大家应该将心

比心。就医时都希望能碰

到好医生，但好医生不会

凭空产生，所以必须有人

愿意投身这个领域。

她说，“即使我在医

学科学领域表现平平，但

我至少可以做一个好医生，

用我所长、倾我所能来悬

壶济世、救死扶伤……也

许不能每次都成功，但只

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

力，就一定能问心无悔。”

面对紧张的医患关系，

蒋婧煜的理解是，医患间

因沟通不善而引起的误解，

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这

不能成为一个干扰医学研

究的理由。

面对女儿的选择，小姑

娘的爸爸虽然不舍但却支持。

“医生要终身学习，从家长

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她读

的专业轻松点，但是既然她

立志救死扶伤，而且国家也

需要有人去学医，仅管可能

苦一点，我们还是会支持她。”

同样，在香港也有状

元对医学情有独钟。近日，

香港高考放榜，其中 11 名 

7 科全优的“状元”中，

超过 2/3 表示有意报读医

科。2 名 8 科 全 优 的 超 级

状元均表示要报考医学院。

港大深圳中医院院长

邓惠琼向媒体表示，医生

在港一直都是高薪且受人

尊敬的职业，为杜绝医护人

员获取灰色收入，香港医

院素有“高薪养廉”的传统。

此前有数据显示，香

港公立医院副顾问医生月

薪平均 8 万港元起，顾问

医生则月薪介于 10 万至 

18 万港元，这还不包括各

类津贴。近年香港私立医

院挖角，更是将医生收入

屡屡推至新高。（据《南

方都市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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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苏港高考状元立志学医  

对比江苏和香港状元学

医新闻，人们不难发现，蒋

婧煜学医，社会和家长普遍

担忧和疑虑。而在香港，状

元学医则通常被认为是在情

理之中，而这一切是因为在

香港有张弛有度的医疗体制

作后盾，医生是普遍且受人

尊敬的职业。

在香港，只要拥有身

份证，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公

立医疗。收费虽便宜，但为

了避免医生过度疲劳，除急

诊患者外，其他患者均需预

约，有权有势的人也不例外。

因为预约等候时间长，普通

人只要经济不是太困难，会

优先选择去私立医院或诊

所看门诊。公立医院和私立

医院分别占据了住院和门

诊的主要负担，分工明确。

香港公立医院的经费主要

源于特区政府的税收。公立

医院医生属于公务员编制，

社会福利优厚，但同时要求

严格，违者会受到停牌、取

消退休金甚至追究刑事责

任的处罚。医生们也非常爱

惜自己的声誉。满足日益增

长的健康需求，我国还需加

大医疗服务增量。内地卫生

行政机构或许可以借鉴香港

做法，加快医改，为医学追

梦人创造优良的执业环境，

鼓励更多人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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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医生救人意外获赞  患者感恩成新闻    好心评选好医生
   为何被指帮倒忙？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

“成都好医生”评选活动

在四川拉开帷幕。主办方

力陈这一活动的专业性和

品牌性，并声称，此活动

已经成为四川的品牌和标

杆。但不少当地医生在社

交平台上，对这样的评选

颇为不满，认为此事劳民

伤财，意义不大。

据介绍，活动不仅邀

请了有关部门和行业学会

作为活动荣誉支持单位，

还首次引进了国际通用的

专业评审机制，向成都市

17 家三甲医院 240 个科室

发放了同行评议邀请函。

评出 20 个专科分榜前 10

强好医生。其目的只有一

个：“我们拼尽全力，让

这份‘好医生榜单’实至

名归。打造一份最具有权

威性的就医指南！” 

也许结果

正如主办方所

言，上榜专家

个个是名副其

实的好医生，结果的公示

是对他们的赞誉。然而，“佼

佼者”毕竟是少数。 “打

造权威的就医指南”难道

是鼓励全市人民“按图索

骥”？其他千千万万的医

生都不是好医生？这样的

榜单不仅让好医生的号更

加难求，加剧医患不平衡，

还会损失一些医生成长的

机会。类似评选太多，不

是在帮忙，而是在帮倒忙。

4 岁患儿嫁给暖男护士 
 特殊婚礼尽现人文关怀

校园流行“聪明药” 
科学与伦理再引争议

本报综合消息 “你

愿 意 让 我 做 你 的 丈 夫

吗？”话音一落，4 岁的

小女孩开心地点了点头，

张开双臂拥抱她的护士

叔叔“新郎”。

7 月 17 日， 一 场 特

殊的婚礼发生在美国一

家儿童癌症治疗中心。婚

礼的女主角 4 岁的 Abby

被确诊为淋巴细胞性白

血病，在医院接受治疗。

她的护士 Matt 是一个温

柔的护士大叔，Abby 特

别喜欢他，每次诊疗都

特别开心。

有 一 天， 她 对 妈 妈

说她想和护士大叔结婚。

于是家人和医院的工作

人员便给他们在医院里

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婚礼。

“ 婚 后”，Matt 在 自 己

博客上写道：今天，对

我的患者以及患者的家

人来说，都是充满希望

的一天。愿他们今后的

日子能一直微笑面对。

“ 嘿， 我 吃 了 一 片

Adderall，仅花 3 小时就

写了 5 页纸论文”；“今

晚 要 熬 夜， 得 吃 一 片

Adderall” …… 如 今， 在

美国越来越多健康人为

了提高学习成绩或工作

效率，在没有处方的情

况下，服用 “聪明药”。

据 了 解，Adderall 实

际上一种治疗注意力不

集中的药物。肯塔基大

学传播学教授阿兰·德

桑蒂斯的一项调查显示，

高年级大学生使用此类

药物的比例高达 50％到

60％。43％的受访学生

说，此药令他们的成绩

提高一个等级。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精神病学家玛莎·法拉

赫预言，总有一天，利

用药物提高大脑功能，

将会变得司空见惯。

而美国国家滥用药

物研究所负责人沃尔克

说，服用像 Adderall 之类

的兴奋剂会令人上瘾，

其上瘾程度堪比可卡因。

同时，这些药物还会引

发心脏病和血压问题，

对年轻人大脑的长期作

用 也 有 待 研 究。（ 据 7

月 20 日新华网报道）

被救小伙拥抱感谢医生

Abby 与 Matt 医生的
“婚礼”现场

7 月 15 日晚，浙江省

瑞安市妇幼保健院医生丁

付绿参加亲人聚餐途中，

见一小伙子生命体征微弱，

给出了初步建议，众人无

人理睬。紧急关头，她大

喊一声，“我是医生，大

家听我的！”，紧急心肺

复苏术挽回了小伙子的生

命。默默离开后，受到小

伙子和父亲登门拜谢！

刚开始，丁付绿见 20

多岁的小伙子被不少人团

团围住，虚弱地倚靠在酒

店大厅椅子上。职业敏感

让她停住了脚步，并轻轻

地说了声：“让他平躺在

地上吧，现在地上也不凉。”

可这一声喊，谁也没理睬。

5 分钟后，自称是父亲

的中年人突然发现小伙子

没了心跳和呼吸。就在众

人慌成一团时，娇小的丁

付绿一声怒吼：“我是医生，

大家听我的！”于是她指

挥众人将小伙平躺在地上，

自己则马上动手，给他做

起心脏复苏。在反复地“挤-

压 - 挤”中，成功救回了

一条鲜活的生命。

后来，父子俩手捧鲜

花和锦旗到丁医生单位向

她致谢。见到丁医生，小

伙子二话没说，扑通一声

跪下，重重向她叩了个响

头，随后将鲜花和锦旗交

到丁付绿的手中，并一把

抱住了她。

她告诉父子俩：“我

是医生，不管何时何地，

生命大于一切，我只是尽

了医生的职责。”回想起

那一幕，丁付绿说，社会

不缺救死扶伤的医生，但

缺少像这个小伙这样心怀

感恩的人。（据7月20日《温

州日报》报道）

5.indd   1 2015/7/21   21:2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