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闹”之恶谁来止？
回首2006“医闹”事件频发

2006 年，“职业医闹”成为医师执

业环境的新伤。他们有的聚众静坐，把

伤者抬到医院大厅，或在医院大厅摆

设死者棺柩、设置灵堂；有的以宣讲、

横幅、贴大字报等形式贬损医院及医

务人员的声誉；还有的围堵办公室，

打砸医院财物，甚至围攻、殴打医务人

员……

其带来的结果不仅是扰乱正常

的医疗秩序，还“闹”得医生不敢也不

愿意面对疑难杂症，医生有可能为了

避免麻烦而放弃治疗，结果很多患者

可能失去救治的机会，更加重医患之

间的信任危机。

而在“职业医闹”这一社会现象

发生时，相关方面如卫生管理部门、

公安机关做了什么？医院又应如何

面对，才能更好地预防和解决这类问

题？本报采访了法律方面相关专家，

期望为医院提供可能的建议，以解

“近忧”。

（详见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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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行业思考
与前进的见证者

《医师报》创刊了。

《医师报》的口号是“医师自己的报

纸”，作为中国医师协会的会报，这份报

纸的发展与协会的发展唇齿相依。

中国医师协会的功能可以用 12 个

字概括。第一个功能就是服务、协调。

《医师报》作为医师行业的舆论工具，我

们要通过这个工具来达到为医师服务

的目的，满足医师的需求。国家和政府

正在创建和谐社会，和谐的医疗环境是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务、

协调是医师协会最基本的功能和层次，

也是行业协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梯。接

下来是自律、维权。最后的阶梯是监

督、管理，配合卫生行政部门，行使对行

业的自律管理职能。《医师报》首先要考

虑的是如何服务于医师的这个群体，关

注医师的执业环境，引导正确的舆论导

向，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更好地为保

障人民健康服务，我想这是《医师报》的

基本责任。

中国医师协会有近 40 个二级机

构，有近 30 个省市成立了地方医师协

会，这是个庞大而纵深的系统。《医师

报》必须努力探讨与各个二级机构和地

方医师协会以及协会各部门的深度合

作，把《医师报》办好，为广大医师服务，

为医师行业的发展尽我们的最大力量！

同时我也希望这份报纸作为连接

协会与医师、管理部门乃至企业的桥梁

和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共商

医师行业发展的大计！

关注医师执业环
境，传递全社会关爱医
师的信息。

本报关注

难道今后咱们的医护人员都要这样“全副武装”吗？ （图/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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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

窗棂，照射到我们的心田，充

满希望的 2015 已经张开热情的

臂膀，将我们拥入怀中。

当您翻开手中这份尚带墨

香的《医师报》，和我们一起

细数“中国健康变迁”之改革、

之教育、之学科发展，接受我

们精心为您烹制的这道新年大

餐。感谢您，已经陪伴我们走

过了整整 8 年。

    

人们已经习惯在每年的这

个时候凝神回望，将那份或甜

蜜、或苦涩的昨日分拣、珍藏。

在社会变革、时代转型的

大背景下，用起伏跌宕来形容

医疗行业的 2014，并不为过。

 这一年，我们经受了各种

考验：从云南鲁甸 8.3 级地震，

到肆虐非洲、国内同行关注并

投身其中的埃博拉疫情；从走

廊医生、手术室自拍的风波到

引起社会共鸣、舆论反转……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更多

欣喜：从多点执业的实质性举

动，到期待已久的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上升为国家行动；从

持续恶化的医患关系，引起关

于“将医院定位为公共场所”

的呼吁，到 6 部委联合发文从

法治层面关注“医闹”；从李

克强总理对“医教协同”的批示，

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医院战

时状态”问题的关注……

这一年，还有一些我们不

能释怀：在医改的举步维艰中，

医疗行业、社会乃至政府，均

未看到希望的改革成果；伴随

这样一种各方均不满意的局面，

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社

会诟病之声并未远去；期待已

久的医患互信，仍以打杀医务

人员事件见诸报端；面临工作

重压、社会重压的医务人员，

猝死事件由偶发变为多发，医

务人员的健康问题让我们忧心

忡忡……  

   

时代的变奏，落脚于我们

每个人的境遇与感知。

在“中国梦”、“健康梦”

的宏大乐章里，无论是步入深

水区的医改，还是承载着个人

理想、行业发展、国家奋强的

愿景，都将在现实与历史、光

荣与梦想的交汇中，在 2015 年

奏响更强的号角。

作为医改的主力军，我们

绝不仅仅是国家政策的传声筒、

卫生事业的执行者，我们要以

主人翁的责任和意识，引领社

会变革、引领行业变革。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更是整个医务界的责任！

2015 年 是 全 面 完 成

“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在这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时刻，

我们的责任与使命不言而喻。

让我们带着心底那份从未

远去的善良、带着对神圣职业

的守望，带着对心中美好事务

的无限期许，迈出铿锵节奏，

向 2015 年进发！

  

灵羊起舞报春来，万象更新。

在新年来临之际，我仅代表中国

医师协会，向 270 万注册执业医

师、130 万乡村医生和全国医务

人员致以真诚的问候。向所有关

心和支持协会发展的各级领导、

社会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祝福。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刚刚

过去的201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2014 这一年，埃博拉疫情肆

虐，白衣天使以无比勇敢、牺牲

自我的精神成为抗击埃博拉病毒

勇士。中国援非医疗队冲锋在前，

恪尽职守，甚至不惜生命，用自

己的行动再次向世人展现了救死

扶伤、勇于拼搏的光辉形象。

2014 这一年，是挑战和机遇

并存的一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吹

响了依法治国的号角。国务院一

系列重要文件，以简政放权为突

破口，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支持

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

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以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些战略举措，使行业协会既面

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2014 这一年，是改革步伐和

措施同步的一年。中国的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纳入国家

医改的大任务中。中国医师协会

协助政府部门，在推进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专科医师准入试点、

医师定期考核、基层医师培训等

方面积极发挥行业组织作用，为

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

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建立人才保障机制。

  2014 这一年，是行业自律

全面提升的一年。中国医师协会

一直致力于促进医患和谐，维护

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第九届 “中

国医师奖”，宣传大医精神，传

递正能量；发布《中国医师道德

准则》，加强医德医风和行风建设；

成立三大基金——医师维权基金、

关爱医师健康基金、医和基金，

带头呼吁社会对医疗暴力“零容

忍”；提倡“尊重医生就是尊重

生命”、“关爱医生就是关爱患者”，

引导社会公众对医师的理解和信

任；创办《中国医学人文》杂志，

努力使其成为引领中国医学人文

的一面旗帜，推动医德建设的一

大阵地。

回首 2014 年，我们共同书

写精彩篇章；展望 2015 年，我

们共同开启新的征程。

2015 年，中国医师协会将继

续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明确坚持依法治会，建设法治协

会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制度建设，强化行业特色，推

进内涵发展。

让我们携起手来，满怀激情

和梦想，自觉担负起行业重担，

共同谱写行业发展新篇章。

中国医师协会

������������������会长

做致力行业变革的引领者
——2015��期待丽日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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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祝贺《医师报》创刊10年

��� 值此《医师报》创刊 10 周年之际，中国医师协会代表全国 400 万医师，向《医

师报》社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

《医师报》自创刊之日起，始终秉承“立足医师、面向医师、服务医师”的理念，

不仅成为广大医师获得医疗行业前沿信息的资讯中心，更是展示医师风采、学术争

鸣的平台。作为中国医师协会唯一主办报纸，承载着协会的殷殷重托：发出医师的

声音，维护医师的权益，成为全国 400 万医师的心灵家园。

《医师报》在推进医师依法维权、严格自律方面积极倡导；在寻找大医精神、

弘扬医界正能量方面积极宣传；在推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医师准入试点方

面积极配合；在助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以“声音·责任”为主题召开全国医

卫界“两会”代表和委员座谈会，发出医疗行业的最强音。如今，《医师报》已形

成了涵盖报纸、网站、APP 客户端、微信等全媒体的传播链条。

辛勤耕耘，终有收获。《医师报》在 10 年的办报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报道风格。据权威统计部门公布，在全国医学专业媒体中，其公

信力、影响力及品牌传播力连续 8 年稳居前三位。希望你们以创刊 10 周年为契机，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坚持正确办报理念，以求实的态度、创新的思路、改革的精神，进一步发挥特色、

提高水平、扩大影响，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

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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