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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广场

专家观点

《医师报》时评版欢迎广大读者针砭医疗行业时

弊、赐稿。希望大家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师执业

环境、医患关系、医师职业道德建设、当前行业热点

问题等展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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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版稿约

家庭医生又称全科医

生，是接受过全科医学专

门训练的医生，是执行全

科医疗的卫生服务提供者，

为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

优质、方便、经济有效的、

一体化、持续性的医疗保

健服务，进行生命、健康

与疾病全方位负责式管理

的医生。中国要大步迈进

家庭医生时代。

全科学科化的发展并

不遥远，大约半个多世纪

以前，二战结束后，大多

数国家进入一个相对和平

的发展阶段，科技经济快

速发展、物质变得丰富，

生活条件的改善，也使人

类疾病谱悄然发生着变化。

“富贵病”、慢病增加，

健康意识提升，健康服务

有了新的需求，家庭医生

应运而生。

20 世 纪 80 年 代 末，

家庭医学理念传入国内，

虽然我们起步较晚，但发

展势头迅猛。当前，大力

培养全科医生，发展全科

医学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李

克强总理连续三年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

力培养全科医生”。近年来，

国家在全科医学方面出台

的一系政策犹如阵阵东风，

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对每一位公民的健康

进行持续关照已成为时代

发展的必然选择，家庭医

生无疑将责无旁贷地担此

历史大任。

当前，为了促进家庭

医生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稳

步关系，很多医改试点城

市都在下大力气推行全科

医生及其团队的签约服务。

有些地方签约率达到 90%

以上，甚至接近 100%; 有

些地方签约者尚不足常住

人口的 1/3。但从某种意

义来讲签约率的高低似乎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签约

之后，我们的服务对象是

否享受到了家庭医疗式的

服务，服务对象与家庭医

生之间能否建立了真正的

信任关系，是否因为家庭

医生的服务，使服务对象

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

使其家庭关系也变得更加

和谐。唯有如此，健康中

国的梦想才真正实现，我

们离医改成功的目标也才

会越来越近 !

（阅读文章全文，请

扫描二维码）

不能迷信家庭医生“签约率”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处���徐宏伟

请对医生好一点
▲�人民日报��白剑峰

声音热点观察

从稍有影响力那天

起，我就致力于尽量把医

疗界的苦楚和艰难，把

医学生的纠结和彷徨传

递给决策者，传递给更

广泛的各行各业。在这

个过程中，我虽然最大

限度地利用自己积累的

新闻专业技巧避免错误，

但仍不时有些毛病。这没

问题，从当记者那天起，

我就立志有错就改，有问

题不推卸，是自己的锅绝

不让别人背，不完全是自

己的也要抢着背。

我的命是医生救的，

余生也许无以回报，只

有更坚定一个信念，不

求同喜，但求同悲，唯

有共患难，才能见真情。

从未放弃  一路陪你
▲  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

最近，《新安晚报》

“火”得可谓“不要不要”

的。从月初推出独家重磅

调查“我的右肾去哪儿了”

之后，它就成了媒体中的

超级网红。如今到了月底，

这家安徽省最大的都市报

却“引火上身”。最近十

几天，每天都有人去这家

报纸的官微“点蜡烛”，

要求道歉之声日益高涨，

中国“医媒矛盾”掀起新

高潮。

《公共卫生杂志》的

一篇文章显示，中国的暴

力伤医事件愈演愈烈。复

旦大学、上海交大的多位

研究人员分析了 2003 年至

2013 年的暴力伤医、杀医

事件。数据之外，关注度

颇高的是一组“不实医疗

报道回顾”。该“回顾”

例举了媒体失实报道的“缝

肛门”、“八毛门”、“挂

号门”三大门事件，直指

这些事件是“无良媒体泼

在医疗界头上的污水”，“割

裂了医患关系，制造了社

会矛盾”。

来自医疗圈内的“大

V”们持续合力围剿《新安

晚报》近一个月，可以说《新

安晚报》对于此事的强硬

态度“功不可没”。

事件并未因鉴定结果

的出炉而归于平静，与《新

安晚报》所属报业集团旗

下网站“中安在线”网络

评论栏目“宛新平”发文

谈论此事称，“肾去哪儿了”

事件中，媒体不能缺位。

这本来是件好事，刘永伟

讨要了大半年的说法，在

媒体的关注下，一个星期

就得到了。但该新闻却被

很多人当作是媒体“打脸”、

患者“恶意索赔”的证据。

难道这个结果不是医院和

相关部门早就应该提供的

吗？如果相关调查部门及

时给了患者一个说法，怎

么还会有患者“找肾无门”，

求告媒体的事？

不仅无错还有功，这

篇评论引起了医疗圈内的

极大愤慨。除此之外，报

纸领导也在微博上声称报

道无错。

一方面是铺天盖地强

烈要求认错的声音，一方

面是媒体地认为“无错”，

对 于 要 求 道 歉 之 声 置 之

不理，这引发众网友前往

媒 体 官 方 微 博 点 蜡 烛 要

求道歉。

不可否认，随着一些

“门”事件的发生，医生

与 媒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步 入

到“渐入寒冬”。媒体在

追 求 速 度 的 时 候 出 错 事

件层出不穷，从李光耀被

死 亡 到 赴 台 大 熊 猫 已 离

世，媒体在乌龙之后都迅

速向公众致歉，也得到了

谅解。

任何人都会犯错，媒

体也不例外。让《新安晚

报》心服口服的道歉，必

须有关部门出面给“丢肾

门”做个了断。鉴定结果

已出来，可这毕竟这是医

学上的结果，《新安晚报》

的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是新闻范畴的事，需要

有关部门对报道进行“体

检”。不论《新安晚报》

的嘴如何硬、脖子如何硬，

都抵不过事实。

一定要给“丢肾门”做个了断
▲�本报记者��陈朝阳

连续的伤医案件，

令我想起一件往事。著

名文学家夏衍在临终前

几度昏迷，有一天晚上

病情恶化，身边人员对

他说：“我去叫大夫。”

此时，夏衍突然睁开眼

睛，艰难地说：“不是叫，

是请。”随后就昏迷过去，

再也没有醒来。

叫医生与请医生，

一字之差，境界迥异。

一个人对待医生的态度，

反映了他对待生命的态

度。一个尊重生命的人，

自然会尊重医生。

健康的时候，你也

许想不起医生。当你生病

的时候，你肯定离不开医

生。如果说疾病是生命的

暗夜，医生就是那个为你

提灯的人；如果说疾病是

生命的寒冬，医生就是那

个为你生火的人。

当患者生命垂危时，

医生总会倾尽全力救治。

医生如此对待患者，是

源于内心的善良和慈悲。

每当一个患者抢救失败，

医生往往比谁都难过，

这种难过，不是谁都能

理解。每当一个患者抢

救成功，医生往往比谁

都快乐，这种快乐，不

是谁都能体会。即便刚

刚被不理智的患者辱骂

过、殴打过，医生擦干

泪水，依然会继续抢救

患者。

曾有一位医生说过

一句让人泪奔的话：“不

要再打医生了，如果实

在需要打，请不要打死，

打残废就行了，因为有一

天，当你病了，他还可以

坐在轮椅上帮你诊疗。”

当患者需要帮助时，

医生总会施以援手。每

当夜幕降临，只要医院

的灯还亮着，你就会睡

得踏实。因为你知道，

医院的大门是永远敞开

的，不管什么日子，总

有一群医生在值班待命。

当你遭遇突发疾病时，

无论身边有无亲人，医

生都会奋力抢救。有了

这份笃定，你的内心就

不会慌乱。假如有一天，

医院关门了，医生不见

了，你还会如此淡定吗？

医生这个群体并不

完美，也会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但从整体上

看，谁也无法取代医生

的地位，谁也无法否定

医生的伟大。人类之所

以尊重医生，就是因为

敬畏生命。如果你做不

到尊重医生，至少也要

做到不伤害医生。

只要生命还可贵，

医生就应该永远受尊重。

为了让每一位病痛者都

能得到良好的照护，请

对医生好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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