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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不是每个人   都有坦诚的勇气
▲ 《医师报》评论员  张广有

社评

时评
COMMENTS

行业观察

近日，武汉一线医护

人员通过多渠道反映防护

物质紧缺、床位饱和、长期

超负荷工作以及频发感染

的危急情况引发行业关注。

1 月 30 日，上海医疗救治

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张文宏接受央视采

访时表示，医务工作者现在

最缺乏的是关心，包括防护、

疲劳以及工作环境，“如果

跟不上，就说明没有把医务

工作者当人。”

当前，包括口罩、防

护服、护目镜、消毒药品

等物资非常紧缺，这是刚

性的缺口，整个国家乃在

海外的华侨和同胞都在想

办法协调解决。我们能做

的是尽量做好防护，让奋

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休息

好，不能让他们累倒在岗

位上。北京协和医院已经

准备好第 2 批、第 3 批医

疗队，随时奔赴一线。医

院将尽全院之力，要保障

一线同志的防护所需，不

惜一切代价。”

要高度重视院内感染

医护人员不能没培训好就上战场

从武汉来看，医护人

员的感染几率要高于普通

的武汉市民，报道的数量也

在逐渐增加，这是我们要高

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不

能重复 2003 年非典时期医

护人员大批倒下的悲剧。

为什么医护人员被感

染的情况频发呢？尽管医

护人员比老百姓更懂得防

护，但他们工作在最危险

的地方，被感染的风险最

高。就像战场打仗时，士

兵比普通老百姓更懂得如

何防护子弹，但当兵必须

在一线，所以伤亡也比老

百姓更多。

为了避免医护人员被

感染的事件发生，在此建

议：无论是去武汉抗疫一

线的医护人员，还是坚守

在各自岗位的同道，一定

要由负责院感防控或者感

染科的医护人员对大家做

新型冠状病毒防护的培训。

医护人员不能没有培训好

就上战场，否则等于是当

“炮灰”。

感染科由于高危的传

染病工作环境养成非常良

好的职业习惯，对于工作

和生活环境中存在的各种

微生物时刻警惕。所以，

对传染病防治能力最强的

是谁？可能不是呼吸科，

或者重症医学科，而是感

染科。比如，我们医院在

2003 年收治了 100 多位非

典患者，医护人员感染率

非常低，就是因为传染科

的参与。希望有关部门要

多听听感染专家的意见，

在全国以及各个省市制定

疫情防治措施，一定要有

感染科专家作为专家组成

员，要保障他的话语权。

群防群控打赢武汉“战疫” 

希望加强科学规范的防治意识

武汉是当前防疫的主

战场，除了尚未完成建设

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

诊患者的地方，多是在综

合医院感染科或传染病专

科医院，呼吸科专家和重

症医学科的专家前去指导

救治。我们希望在防治新

型冠状病毒方面，充分发

挥感染科医生的经验，普

及科学规范的防治意识。

最后，希望社会各界群策

群力、群防群控，更加科学、

规范和有序地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为打赢武汉

“战疫”作出应有的贡献。

回音壁
《薛军：当医务人员发出“危急哨声”时，相关部门就要重视！》

@ 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战争年代，没子弹了和鬼子同归于尽，还有点价值！然后没防护好的医护人员和

病毒殊死搏斗，好像也毫无价值，反而最后是病毒得胜。因为培养一个医护至少需要 10 年以上，而病毒的

繁殖速度却只需要，希望真的能科学防控！

《 再见了，简单纯真的李文亮！室友发文悼念惹人泪目》

@ 顺其自然  希望这个教训给我们一个警钟，最底层的医生才知道情况，希望以后他们上报了一定重视，

别在用血来教训我们，悲剧啊！愿你一路走好！

高度重视院内感染   不能没有培训就上战场
▲北京协和医院  李太生

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为了有效地控制其

蔓延，居家隔离已成为普

罗大众的常态，上网和刷

手机变成人们获取各种信

息和知识最主要的途径。

然 而， 在 真 相 与 谣 言 共

舞、畅言与删帖博弈的当

下，面对鱼龙混杂的信息

洪流，无论对医者还是广

大群众来说，及时获取科

学性强、透明度高的信息

就成为当务之急。因此，

对有公信力的媒体而言，

信息发布的科学准确比速

度更为重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当前各种媒体发布的有关

信息，无论在科学准确还

是 及 时 性 上 都 难 尽 如 人

意。新闻发布会上准备的

欠缺导致的屡次“口误”，

回 答 记 者 提 问 时 仓 促 应

对所致的答非所问，甚至

有 关 诊 治 方 案 中 出 现 完

全 不 该 有 的 药 物 剂 量 错

误， 无 疑 都 是 工 匠 精 神

缺乏所导致的忙中出乱。

有 鉴 于 此， 当 前 最 重 要

的 举 措 应 该 是 在 确 保 信

息 高 质 量 的 前 提 下， 倡

导优质与高速并行不悖。

回首来路，国家经济政策

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

好又快”的成功经验，值

得我们借鉴。

先哲曾言：偏见比无

知 离 真 理 更 远。 我 们 深

知， 科 学 性 强 加 上 报 道

速 度 快， 是 新 闻 传 播 成

功 的 首 要 条 件， 尤 其 在

人 们 迫 切 需 要 获 得 真 实

可 靠 的 疫 情 信 息 时， 鉴

别信息的真伪非常关键，

这 应 是 科 技 人 员 和 新 闻

媒 体 共 同 的 责 任。 科 学

家 应 提 供 科 学 准 确 的 信

息， 新 闻 媒 体 不 仅 有 及

时 报 道 的 义 务， 更 应 恪

守自己的职业精神，在

信息发布前认真核

实 原 稿， 尽 量 消

除其中的瑕疵，以

切实履行好科

学 守 门 人 的 职

责，通过和衷

共 济 的 努 力

为 公 众 提

供 高 质 量

的信息。

信息的科学准确比速度更为重要
▲游苏宁

信息，无论在科学准确还

是 及 时 性 上 都 难 尽 如 人

意。新闻发布会上准备的

速 度 快， 是 新 闻 传 播 成

功 的 首 要 条 件， 尤 其 在

人 们 迫 切 需 要 获 得 真 实

可 靠 的 疫 情 信 息 时， 鉴

别信息的真伪非常关键，

这 应 是 科 技 人 员 和 新 闻

媒 体 共 同 的 责 任。 科 学

家 应 提 供 科 学 准 确 的 信

息， 新 闻 媒 体 不 仅 有 及

时 报 道 的 义 务， 更 应 恪

守自己的职业精神，在

信息发布前认真核

实 原 稿， 尽 量 消

除其中的瑕疵，以

切实履行好科

学 守 门 人 的 职

责，通过和衷

共 济 的 努 力

为 公 众 提

供 高 质 量

的信息。

据《人民日报》报道，

2 月 7 日，黑龙江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孙巍称，

截至 6 日 24 时，黑龙江省

共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聚集性疫情 48 起、

发病 194 人，波及或暴露

630 人，死亡 3 人。调查中

发现，较多病例隐瞒武汉

密切接触史极其不配合。

同日，北京市司法局局长

李富莹回应表示，相关的

传染病病区的人员或者跟

传染病病人有密切接触的，

刻意隐瞒了接触史和症状，

不接受观察，不隔离，不

回避别人，这种行为有可

能会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严重的可判处无期徒刑甚

至死刑。

但为什么还会有人要

刻意隐瞒病情和疫区接触

史呢？

直到我看到一首非常

争 议 的 诗 ——《 仰 望 天

空》：为防止武汉的疫情

蔓延 / 我在云南彝良 / 不

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 / 阻

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 /

来我家过年的想法 / 还像

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 / 随

时仰望天空 / 看是否有九

头鸟飞过。

无意谴责诗词的作者，

作为普通人，我们都怀着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深深恐

惧，生怕会传染到自己。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把所

有从武汉和湖北来的人都

当成“病毒传播者”。由

此，在执行防疫措施时，

有些部门不免在工作压力

之下对湖北、武汉的人简

单、粗暴地隔离，一些人

甚至不由自主地戴上了“有

色眼镜”，搞起了地域歧

视和道德谴责。

然而，人类对恐惧最

直接的、不由自主的反应

是逃避，不是每个人，都

有坦诚的勇气，说出自己

的病情以及疫区接触史。

当新闻频频报道，许

多村庄不惜以断路、封路

来拒绝湖北人返乡；一些

小区保安强制性检查身份

证件，坚拒湖北人进入；

多地宾馆酒店同样采取严

禁湖北人入住的硬核措施；

在很多单位的日常筛查中，

都要求员工提供近日是否

与湖北人或武汉人接触过

的信息；更有甚者，武汉

市市长在武汉封城后宣称，

在封城之前已有 500 万人

因为春节和疫情影响离开

武汉，这一重磅消息使很

多网民开始了对这些“出

逃者”的集体道德谴责，

很多地方甚至公开发布武

汉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

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

的恐惧已经俨然变成普遍

的“恐鄂”心理和对武汉

人的地域歧视。

然而，在对待从湖北、

武 汉 等 疫 区 接 触、 旅 行

回 来 的 人， 越 是 戴 着 有

色 眼 镜 看 待 他 们， 他 们

就 越 会 隐 瞒 相 关 信 息，

也 就 越 不 利 于 疫 情 的 防

控。 这 应 该 是 我 们 在 道

德谴责和法律严惩之外，

应该重视的问题。

我们应该想想：是不

是为这些人科普了足够的

疫情防控知识？是否为每

一个被隔离的人提供了相

应的医疗和生活保障？是

否在执行防疫工作时，让

他们不受到歧视？媒体上

宣传各地封村、断路、挂

条幅、村头广播等防控措

施时，是否注意疏导大众

恐慌的心理，化解极端防

护行为和地域歧视？

美国作家海明威作品

中有句话：“每个人都不

是一座孤岛，一个人必须

是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岛屿，

然后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

分。”在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面前，人人都是受威胁

者，人人亦是抗击疫情的

支持者、参与者、行动者。

我们要营造让每个公民敢

于说真话的社会氛围，化

解被隔离的后顾之忧，也

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我

们共同的敌人是疫情不是

同胞，我们要隔离的是病

毒不是人心。

在疫情高峰仍未到来

的 严 峻 形 势 下， 唯 有 保

持 坦 诚 和 积 极 配 合， 主

动 报 告 自 己 和 亲 友 的 疫

情 居 住 史、 旅 行 史， 遵

从专家“少出门，不聚集，

勤洗手，戴口罩”的建议，

才 能 最 大 程 度 地 化 解 聚

集性疫情的风险。否则，

不 仅 自 身 得 不 到 及 时 救

治， 还 会 把 风 险 扩 散 到

亲 友 和 他 人 身 上， 威 胁

社 会 公 共 安 全， 最 终 受

到法律的制裁。

本文首发于 1 月 31 日医师报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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