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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胎政策
面临三大挑战

本报讯（记者�杨萍）近日，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医院门前发生

的一起“医闹”事件，因警务人

员进行鸣枪示警，而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我们要为维护法治尊

严的这一鸣枪示警点赞。”中国

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

明确表示。

据媒体报道，4月17日上午，

一死亡幼儿的多名亲属在河南省

临颍县人民医院门前张贴幼儿照

片、扯条幅、哭闹不止。医院所

在地临颍县城关镇派出所接警后

迅速出警，在对死亡幼儿的亲属

三番五次劝离无果、喷辣椒水驱

散无效的情况下，警察果断对天

鸣枪示警，极大震慑了“医闹”

人员。

事件一出，网络上的评论

铺天盖地、有褒有贬：“‘医

闹’不是正常的维权！执法当然

可以用枪！”“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医闹问题是怎么产生

的，以前有吗？吓唬老百姓有一

套！”“为警察叔叔点赞！总算

勇敢了一点！”

“在相应法律法规不断出台

的背景下，河南临颍县的死者家

属仍以医闹方式‘主张权利’，

是对法律的公然对抗，也是对社

会秩序的妨害。警务人员的行为

是在执行公务，这种行为是为了

维护法纪的尊严和社会秩序。在

动用其他方式无效的情形下，鸣

枪示警完全是维护法纪尊严的一

次示警，也是遏制‘医闹’的一

种有力措施。”邓利强指出。

“不铲除伤医辱医、‘医

闹’的根源，即使各地公安机关

始终保持对涉医违法犯罪的严打

高压态势，相信涉医违法犯罪依

然会层出不穷，医务人员依然会

每天处于缺少人身安全的诊疗环

境中。”江苏省宜兴市第二人民

医院陈卫春表示。

河南医闹  警务人员鸣枪示警
维护医疗秩序的第一枪

肺动脉高压患者的活路
如果一种疾病的误诊率高达

90%；

如果这种疾病患者的药一盒

近 3 万元，即使最便宜的，一个

月也要三四千元；

不仅如此，这种疾病的患者

还将面临无医保报销，药品无适

应证的尴尬。

就连距离患者最近的医生也

感到无奈：“不是不想帮助他们，

是真的无能为力。”

即将到来的 5 月 5 日是世界

肺动脉高压日。在这样一个特殊

的日子里探讨这样一个发人深思

的问题，我们只希望能帮助大家

找到一条出路，为那些亟需帮助

的患者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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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发文

指出，我国放开二胎政策后，

即将给家庭带来经济、精力、

精神等方面的挑战。（Lancet. 

2016.387:1274）

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到

2020 年，要实现每个中国家

庭有一名家庭医生。如按常规

方式培养，到时全科医生数量

缺口达几十万人。4 月 23 日，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在

“2016 年全科医师培训高峰

论坛”上指出，盘活现有医师

资源、积极推开转岗培训是一

条可行途径。

转岗  弥补全科
缺口的“救命稻草”？

我国十地区
高血压防控差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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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 10 个地区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在不同

性别高血压人群中的分布（仅对年龄进行调整）

近日，北京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李立明教授等采用中

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队列数据

分析发现，在 10 个项目地区

30~79 岁人群中，高血压患病、

知晓、治疗和控制率情况均存

在明显地区差异（图 1）。（中

华流行病学杂志 . 2016 年 4 月

在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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