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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消化内科的医生突然成了“网

红”，红到他自己都不敢上网。一位护士给正

在做手术的这位医生喂面包的照片在朋友圈

和微信群刷了屏。该照片的发布者配以如下

文字来描写医生的敬业：主刀医生从早上 9

点开始做消化道肿瘤内镜下挖除术，一直到

下午 5 点半没下台，没时间上厕所，也来不及

吃饭、喝水，直到护士拿来面包，才匆忙吃上

几口。

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绝大多数网友对

医生的敬业精神高度点赞，但同时一些质疑

和揣测声也随之而来：“肯定是摆拍”、“在手

术室吃面包不会破坏无菌环境？”

第一时间看到朋友圈内的这则内容时，

作为医生同道，一种职业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多么正能量的事件啊。但在自豪的同时，也

很想说点什么。医生吃面包不是社会热点，

因为医生也是人，也是普普通通的社会群体，

也是普普通通的家庭一个成员，也会吃喝拉

撒睡。医生吃面包之所以成为新闻热点，成

为“事件”，社会关注的关键词是：医生、手术

室内。

“摆拍”不“摆拍”，正如当年闹得沸沸扬

扬的“华南虎年画”事件，自有专家进行鉴定，

我不敢妄言。

但是，“在手术室吃面包不会破坏无菌环

境？”按照对手术操作的不同要求，无菌级别

要求也会不同。根据朋友圈的这组照片，似

乎手术在胃镜室内进行的内镜手术，对无菌

的级别要求就不是特别严格，因为手术本来

就是胃肠，应该是二类或者三类创面了，所以

不存在“破坏无菌环境”。

不过，作为曾经长期在一线临床工作的

医生，我关注的是另外一点。“主刀医生从早

上 9 点开始做消化道肿瘤内镜下挖除术，一

直到下午 5 点半没下台”，记住，整整 9 个小

时，没错，约 9 个小时！医生没有吃东西，没

有上厕所，更谈不上休息放松了。

我突然想起了以前也是有关医生的一则

新闻。说是宁夏银川的某医生“上呼吸道感

染”，为了病人的健康，坚持上班，“在诊室边

输液边接诊”。央视也对该医生的“敬业精

神”作为“正能量”予以弘扬。当时我在某医

院协会的研讨会上就提出异议，第一，某医生

你带病坚持工作，你想到过院内的交叉感染

吗？想到过会把病菌传染给病人和同事吗？

第二，上呼吸道感染需要输液吗？作为医生

你给社会传播的是什么医学知识，你知道输

液的适应症吗？你知道输液滥用的严重后果

吗？第三，某医生，你带病工作，你爱你自己

吗？你爱你的家人吗？一个不爱惜自己身体

的人，不爱惜自己家人的人，会热爱你的病人

吗？

因为每个手术操作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我不了解“医生手术室吃面包”事件的具体手

术操作过程，所以不能作任何评论。这里，我

只是想替同行问几个问题。其一，手术 9 个

小时，如此疲劳操作，你考虑过病人的感受

吗？你考虑过医疗质量吗？司机要防止疲劳

驾驶，医生是否也需要防止“疲劳行医”呢？

其二、你爱惜自己身体吗？作为胃镜室内的

手术，按照常规，不需要穿无菌手术衣和洗

手，你完全可以由助手扶下内镜，你自己抓紧

喝口水，吃点东西，这样对病人，对你自己都

负责啊。其三、我不知道你的手术资格和医

院级别，2 个小时的手术，你居然拖到 9 个小

时。期间，你大汗淋漓时，你想到过台上病人

的创伤吗？你想到过台上病人无助的心态

吗？你想到过手术室外家属的坐立不安焦虑

吗？你想到过求助于上级医生和其他专业的

医生吗？为了手术台上的病人和自己的身

体，千万不能硬撑哦，记住，医学不是单打独

斗，而是团结作战哦，兄弟。

让医生吃面包，别成为一个“事件”，好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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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连日来空气质量指数连续爆

表，12 月 19 日至 20 日，林州市临淇镇一中不

仅没有按照教体局的通知进行停课，竟还组

织四百多名学生在操场上露天考试。

看着祖国的花朵在一片朦胧中奋笔疾

书，善良的人们不淡定了。本来露天考试，就

是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都什么年代了，还搞

这一类非常极端的逆境教育，有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的北方已经是非常冷的季节，学生

们在寒风下冻得瑟瑟发抖，还怎么安心考

试。人们也不相信，有什么考试是雾霾都阻

挡不了的。

一个“竟”字，生动地刻画了背景与行为

的不协调，也生动地刻画了人们的期待与现

实的落差之大。校长该不该罚，这个没有争

议，这么严重的污染，学生的身体健康是最重

要的，作为一校之长，不遵守政府规定是一

错，无视学生的身体健康是错上加错。这种

影响是他一手造成的，自然得由他承担。可

是，校长的错也就仅于此。我更愿意将之理

解为，一个对雾霾熟视无睹，已经有点麻木的

校长，他其实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来看待

这件事的。这种侥幸中还掺杂了一些对学生

学业的担忧。要不然他大可以让学生放假，

自己也可以回家歇着，何必往自己身上揽这

么大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

还要看到，造成不良影响的更是安阳连

日来的空气质量。林州市的空气污染已经持

续数日，早在上周，林州市就启动了重污染天

气红色(I级)预警。红色预警意味着这个地方

的空气污染已经糟糕到极致。人们忍无可忍，

却又无可奈何，只能被动地接受。

这种恶劣的天气已经对人们的日常生

活、对正常的教学活动构成了影响，这些学生

在雾霾下考试让人痛心，这些学生放假回家

一样让人痛心。因为社会没有给他们创造一

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他们的校园被雾霾占领

了，这是社会失责了。而且放假了也不意味

着他们就可以躲过雾霾了，漫天飞雾、无遮无

挡之下，又有谁是幸免者呢？放假只是一个

应对的办法，但放假不能解决问题。

只看到前一点，看不到后一点。对这场

小小的考试引起这么大的争议的理解就是不

完整的。只看到学校做法的荒唐，看不到背

景的荒唐也是不完整的。

安阳的这所中学恰是人们不满中撞上来

的一个冒失鬼，正当大家的情绪找不到一个

合理的宣泄口时，安阳的这所中学提供了一

个挨骂的样板。校长并不是这种恶劣天气的

罪魁祸首，可他却成了众矢之的。这种愤怒，

当它流向一个具体的人时，无形中却转移了

公众对相关部门责任的追问，这不是公众希

望看到的事。所以说，这种情绪与其说是指

向校长的，不如说是指向有关部门的。

我们看到了安阳相关部门在处罚校长时

的果断和严厉，也希望看到安阳在治理雾霾

上的果断和严厉。

雾霾下露天考试，不该单批校长

真话之所以刺耳，令人不悦，主要原因在

于把真相赤裸裸呈现出来，让沉浸在虚幻想

象中的人感到痛苦。这对于习惯于沉浸在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对手一天天烂下去”的

人来说，无异于啪啪啪打脸。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借赵良之

口说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

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曹德旺的意义

就在于，不习惯那些粉饰太平的语言，你好我

好大家好，而是站出来大声告诉这个社会以

真相。——摘自作者原文。

下面是网友的跟帖回应：

@yasheng fu：

希望我们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中国

目前的网络环境，实在是不好，不过，我依然

怀念上古的夸父，为着追赶日影，渴死在旸

谷，谢谢作者，写一些有意义的东西给我们。

@阿哲：

围剿这样一个老者，这是这个社会的悲

哀！想哭，但不知道这眼泪该为谁流。

@毛小榕：

想到鲁迅说的两件事：在孩子满月时有

人说孩子会死的，遭打。关铁屋昏睡的人痛

恨把他们叫醒的人。这两类人在中国历史文

化中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为什么还有许多人

无视这个下场仍旧呼吁？除了良知和常识还

有道义。至少曹德旺事件能披露便可见一道

闪电。

@逸庐：

当下的问题是：网络言论自由，纵容

出了这么一类变态群体。他们喜欢唱反

调，喜欢看认真说话做事的人尴尬窘迫，

喜欢看到在他们的起哄围攻中，让事情变

了质，让语言变了味。他们才不管你是 70

岁 正 直 老 人 还 是 7 岁 绝 症 病 人 。 只 顾 瞎

喷得痛快，哄闹得开心。这种人已然成为

很大的群体。有关方面还未有非议，他们倒

替天行道挑出毛病先上纲上线了。主流

正统还尚能宽容，他们倒狐假虎威先脏水

乱泼了。

我真弄不明白了，这帮忧国忧民到了扰

国扰民境界的鸟人，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社

会风气?四平八稳的社论他们会嗤之以鼻，

真心真情的实话他们也往死里打。势利，偏

激，刻薄，猥琐，就显得他们能。他们敢自

己跳出来谔谔，指出一点不平现象，指责一

下权力部门吗?无非是一群愚氓，躲在人墙

后充充大爷而已。都说“千人之诺诺，不如

一士之谔谔”。现在的世道，却是“一士之

谔谔，不敌千人之乱棒”。

昨天，本报评论员李晓鹏写

的《曹德旺的价值，在于说了

真话》，在网上引起巨大反

响，特将一些精彩语句摘登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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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到过求助于上级医生和

其他专业的医生吗？为了手

术台上的病人和自己的身

体，千万不能硬撑哦，记住，

医学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

结作战哦，兄弟。

本报特约评论员
伊清扬

来论照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