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有疑问或突发

情况，随时打电话找我。”

这是武汉市第六医院内科

医生刘敏的特点，对于需

要追踪病情的病人，刘敏

都会给其一张名片，

她 的 手 机 24 小 时 开

机，一天要充好几次电，

话 费 套 餐 里 的 1600 分 钟

电话，每个月都会“爆表”，

这一切都是为了病人。

刘敏说：“心血管病

人如果发病抢救不及时，

会危及生命，而且我的病

人中有的是老年人，有的

住 在 远 城 区， 小 事 打 电

话省得他们老跑医院。”

她 称 自 己 在 生 活 中 就 是

个爱“管闲事”的人，对

病人更应多一分关心，将

正能量传递给病人。（据

03 月 24 日 《长江日报》

报道）

目前，医

生是否应该过

度忙碌本就是

一个争议的话

题，而医生若将手机号留

给 患 者 势 必 会 加 剧 了

医生的工作量。然后，

当 患 者 拥 有 医 生 的 手

机 号 时， 医 生 该 如 何

保 证 可 以 使 每 位 患 者

都 能 理 解 自 己 所 说 的

电 话 内 容？ 如 何 保 证

自 己 能 够 及 时 接 听 每

一 个 电 话， 让 每 个 患

者满意？

近 日， 沈 女 士 向 媒

体求助，希望通过媒体

的力量对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骨一科的王洪义医生表

示感谢。

去年 10 月，沈女士

的父亲在鞍山出了车祸，

老人被 120 送到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

医院时，已经处于病危

状态。医生紧急为老人

进行抢救，保住了老人

的性命。但老人身上没

有电话，也没有任何身

份信息。

主治医生王洪义将

老人的照片及车祸情况

通过微信发布。三天后，

沈 女 士 发 现 了 这 条 信

息。沈女士和家人来到

医院，确定该患者就是

父 亲。（ 据 3 月 24 日

千华网报道）

医生巧用

朋友圈，以“零

成本”帮助医

院解决无主患

者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及

医疗压力，更让患者家

属快速地寻找到患者。

无主患者往往是医院头

疼的问题，利用新媒体

解决此类问题，王洪义

医生已经做了一个很好

的示范。

3 月 11 日， 山 东 省

滨州市博兴县的付女士

在登山途中，突然发病倒

地，随后意识丧失、心

跳呼吸停止。危急时刻，

一同登山的博兴县中医

院医生崔传斌及时出手，

付女士捡回一条命。

崔 传 斌 回 忆：“ 当

时我听到一声尖叫，一

回头，看到离我较近一

名女士，倒地抽风，抽

搐得非常厉害。”

崔传斌立即上前营

救，对付女士进行人工

心肺复苏，并让一旁付

女士的妹妹进行人工呼

吸。慢慢地，付女士呼吸、

脉搏恢复正常。目前，已

无大碍。（据 3 月 28 日

齐鲁网报道）

医生救人

是天职、是本

能，不论当医

生的角色变换

成了什么。面对恶劣的医

患关系，患者可以怀疑医

生的技术、可以不满意医

生的态度，但是不要质疑

医生那颗救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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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父亲：

如果医疗工作者的牺牲是值得的

山东：医生助心脏骤停患者捡回一命

辽宁：医生微信找家属  无主患者快速找到

隐 形 眼 镜 改
变眼部菌群

日 前， 美 国 纽 约 大

学 医 学 院 的 研 究 人 员 在

《mBio》 网 络 期 刊 上 报

告 说， 他 们 发 现 佩 戴 隐

形 眼 镜 会 改 变 眼 部 菌 群

组 成， 这 项 发 现 或 许 有

助 了 解 佩 戴 隐 形 眼 镜 和

眼 部 感 染 风 险 增 加 之 间

的关联。

研 究 人 员 以 58 名 眼

科门诊患者为调查对象，

用 基 因 测 序 的 方 法 检 测

了 他 们 眼 结 膜 和 眼 部 下

方皮肤表面的菌群组成。

检测结果显示，佩戴隐形

眼 镜 会 改 变 眼 结 膜 表 面

菌 群 组 成， 使 其 与 皮 肤

表面的菌群组成更接近。

与 不 戴 隐 形 眼 镜 的 调 查

对 象 相 比， 在 佩 戴 隐 形

眼镜者的眼结膜菌群中，

假 单 胞 菌、 不 动 杆 菌、

甲 基 杆 菌 和 乳 酸 菌 等 细

菌 比 例 明 显 增 多， 而 嗜

血 杆 菌、 链 球 菌、 葡 萄

球 菌 和 棒 状 杆 菌 等 细 菌

的比例明显减少。（据 3

月 24 日《mBio》报道）

医疗改革最终还是要实行

基本医疗、大病、难以治愈的

疾病、长期慢性疾病实行免费

医疗！超出国家法定保险部分

由国家买单！市场化不可行 ,

不可取 , 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及

其分配原则的体现。还有教

育 , 住房 , 工资 , 劳动保护一定

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不同

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要让人民看得见 , 摸得着 , 享

受到！否则 , 让人民怎样会相

信 我 们 ? 拥 护 我 们？ 怎 么 会

感到幸福和有盼头 , 有奔头？

 ——@大亮 ~鞍山 -曲玉亮

既是父向亡子的泣泪倾

诉，又是一个医者家属对医疗

环境改善的泣血期盼。希望看

到的每一个人都能从富于亲

情的文字中感受到，医生不是

“白眼狼”，更不是不仁不义

的“恶徒”。他们只是像你我

一样的普通人。不要让多疑和

怨恨，操纵起那砍向无辜生命

的屠刀。

� ——本报编辑部

武汉：女医生每月留四五百
张名片 是否有隐患

3 月 23日被称为“医殇日”。4年前的这一天，哈医大一附院年轻

的实习医生王浩在工作岗位上被素不相识的患者伤害致死。以后，几乎

每年的这一天，王浩的父亲都会写文悼念，下文选择了王父的部分悼文。

2013 年 3 月 23 日 2014 年 3 月 23 日

2015 年 3 月 23 日

@ 哈 医 大 王 浩 父

亲：3.23 是浩儿的忌日，

听说这天被定为医殇日，

纪念王浩，纪念王浩之

后接二连三发生不幸的

医疗工作者，这一天的

确应该被纪念，因为在

我看来医疗工作者的不

幸身亡应该被称之为牺

牲，他们为缓慢的医疗

改革做出了牺牲，他们

为患者看病难却找不到

发泄渠道做出了牺牲，

这种牺牲是巨大而痛苦

的，因为他们付出了生

命的代价！如果这种牺

牲是值得的，是为了国

家和人民未来的安定和

幸福，那么，他们的死

理应成为牺牲，他们，

应该被成为——烈士！

@ 哈医大王浩父亲：3.23，忌

日哀思！（摘选部分内容）整整一天，

沉浸于老来丧子的切肤之痛！

脑海中不停得出现儿子的画面，

半跪在我们身旁给我们揉腿按摩，

不厌其烦的念叨他不在家的时候我

们要如何保健。

孩子平时学业繁忙、聚少离多，

每次通电话总要叮嘱我们要遵守他

的医嘱，按时吃药。

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家里有个

孩子学医，真好！可是我万万想不

到，我的儿子啊，你竟然为你心爱

的白大褂送了性命！

@ 哈医大王浩父亲：

2012 年 3 月 23 日，儿的难

日，家的苦日，医的殇日，

民的悲日。三年中，儿孤零

入土，家苦痛难愈，医时遇

暴戾，强迫自己不看，不听，

不想，勉强维持破碎的家庭。

给浩儿祭三载送行。愿浩儿

来生高风亮节，悬壶济世，

圆此生之憾！

2016 年 3 月 23 日
@ 哈医大王浩父亲：四年了，儿今年博士毕业，如果在正是为国

家做出贡献治病救人之时，时间是无法抹平心中的伤痛啊，丧子之痛，

永不平复，每年的这一天更是苦难之日，太多的好心人关心着我们，

全家人衷心的感谢你们，望今后国家更好的立法保护好医护人员，国

人更有健康，国家更有希望，谢谢好心人。（据 3 月 24 日本报微信报道）

关于本报3月 22日微

信“医生被残忍伤害�期待天

堂没有屠刀！”内容

@ 春王：医护人员从

事的是一份神圣的工作。

伤 医 者 在 挑 战 医 者， 同

时也在挑战自已。当吃饭

不花钱，就会造成人们不

尊重厨师和浪费；当看病

不花钱，人群同样会不尊

重 医 护 人 员 和 浪 费 医 疗

资源。一切的伤医事件，

都 来 源 于 现 实 中 大 量 存

在的政府买单行为，一方

面 医 疗 单 位 的 收 入 掺 了

水份，一方面患者少花了

钱，这样子医患双方的社

会价值就打了个折中折，

双方都不满意。是时候让

医 疗 价 值 回 归 到 自 然 的

社会状态了，这样医患双

方各得其所，同时形成多

赢的结果。

关于本报 3月 24日微

信“人民日报：告急的急

诊科”内容

@ 曾叫瘦：任何冲击

和攻击，伤害急诊科的医

护人员都是恐怖主义行径，

不把这个震慑下来，说什

么都枉然，受伤的不是身

体，是医护的尊严，什么

工资、压力，偏见都先放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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