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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此次南京鼓楼医院医生面对

危急病人，毫不犹豫地亮剑

救人，除了医者仁心的坚定

职业信仰在支撑外，更是有

法律在给他们做坚强后盾。

“中国雪乡”黑龙江双峰农场被曝光宰客

后，似乎有一场没有硝烟的舆论战也紧接着

拉开帷幕。近日，微信公号“抚顺网信”发了

一篇题为“说说为什么我不在北上广”的文

章，大爆粗口喊话“爱来不来”，开启互怼模

式。1月7日，“黑龙江第一门户网站”东北网

的官方公众号也刊发了一篇报道，采用的则

是自我点赞模式。

这篇报道题为《东北网记者最体验式采

访：雪乡人将心注入擦亮服务》，文章大肆表

扬雪乡景色很美，服务很好，消费很合理，“决

不允许私自涨价、扣房、倒房等行为”。知名

媒体人曹林算了一下，文章中出现了 10 个

“很”字，9 个“美”字，3 个“真”字以及 3 个“明

码标价”。难怪看完文章之后，简直让人怀疑

被宰游客去的是不是假的雪乡。

我当然不会说这篇文章是“洗地文”，但

假设这篇报道完全没有夸张成分，那也只是

说明，雪乡并不全然服务差、乱宰客。但这和

游客投诉旅店宰客事件有矛盾吗？没矛盾。

每个地方总有服务差的商家，也有服务好的

商家，虽然不能因为发生消费纠纷就一棍子

打死，但也不能因为有好的商家就无视暴露

出来的问题。

正如我们看到的，当地监管部门已经查

实，被投诉旅店存在欺诈旅客、哄抬价格等违

规行为，这家旅店也已被停业整顿。

雪乡的白不是“洗”出来的。光是叫嚣

“你爱来不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片面描

述当地旅游业的“光明”面，也无异于鸵鸟态

度。对于一个地方的管理部门来讲，可以呼

吁大家要客观公平看待东北冰雪旅游业刚起

步的事实，但更要看到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否

具有典型性，背后折射了哪些管理软肋，更要

深刻自我反思，尽快出台方案措施，摆脱目前

这种粗放管理、杂乱无序的业态。这样才能

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兴利除弊，提高一

个地方的公共形象和服务口碑。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研究成果显示，

2016 年至 2017 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市场

规模达到 1.7 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约合

2700 亿元。预计 2021 年至 2022 年冰雪季我

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3.4亿人次，收入达到

6700 亿元，冰雪旅游将带动旅游及相关产业

的产值达到 2.88 万亿元。由此可见，这不仅

是东北旅游业发展的潜力所在，甚至可能是

东北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方向。

在资源型城市面临矿产资源日益枯竭

窘况，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冲突难以调和

的大背景下，大力发展包括冰雪旅游在内的

产业，就是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的重大举措。而要发展冰雪旅游业，除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外，更要加强法规约束，提高

行业监管水平，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

共赢。

这篇体验式报道临了总结，“雪乡的一

切，离不开从业人员、游客、管理人员及社会

的共同呵护”。这话说得很对，但应当把管理

职责、行业自律等方面的加强放到重中之重，

而不能给人一种片面指责游客的印象。

雪乡的白不要急着“洗”

南京今年的这场初雪很大，4 日，有一位

在雪地摔倒心跳呼吸骤停的老人，遇见了一

位说出“所有责任我来承担”的医生，做了一

台没有家属签字就开展的手术。

那天大雪纷飞中，老人突然晕倒在地。

南京鼓楼医院消化科医生王轶刚下夜班，正

好路过现场并将其送到医院。接诊后发现老

人为心肌梗死，因为联系不到其家人，鼓楼医

院急诊科主任王军考虑，如果等的话，老人命

将不保，即使救过来了，也会给愈后带来很大

的麻烦。于是他写了份承诺，承诺老人的所

有责任由他来承担，让底下的医生们赶快去

抢救。但这是有违医疗常规的，正常情况一

定要家属签字或者本人签字。当老人的女儿

赶到医院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此时，

医生已经为老人做完了手术，患者的女儿连

连感叹父亲是幸运的。

这是新年里满满正能量的事。我们要为

这几位医生大大地点赞，这才是人们心目中

的好医生。同时也为病人家属点赞，只有互

相理解，互相为对方考虑，才能缓解医疗矛

盾，共建医疗信任。

但是同时注意到，网上对此事还是有很

多的担忧。一些网友说：这是幸运的病人碰

到幸运的医生，幸运的医生碰到幸运的家

属。请允许我内心黑暗地想一下，如果手术

不成功的话结果会怎样？如果家属能对医生

尽力了却没能挽回生命也能通情达理，那这

个社会才能多一些和谐。

如今医院在面对急救病人时“规矩”较

多，束手束脚，比如非患者本人或家属签字或

先交钱，不予以抢救等等不近情理的规定，一

度被外界诟病，认为有违救死扶伤天职。但

医院也有其苦衷，因为如今奇葩的事太多

了。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有医生救活了病

人，家属却不满意，称为何要救活他？同时，

更多的情况是，在一些没能抢救回来的病例

中，医护人员遭家属非难的仍比较多。事实

上，哪个医生在内心深处不想第一时间救人、

救活人？但是，医生毕竟也是凡胎肉体。如

果抢救了之后，却因病人本身的病情过重没

法挽回生命，那么，那些因没有“家属签字或

者本人签字”主动亮剑急救的医护人员往往

要摊上事，不仅要倒贴医疗费，甚至可能还要

惹上官司诉讼。这样下去，谁还敢大胆地伸

出救死扶伤之手？所以很多网友建议，应该

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在没有家属在场的情况

下，对急救采取的医疗措施不担责！

应当说，此次南京鼓楼医院医生面对危

急病人，毫不犹豫地亮剑救人，除了医者仁心

的坚定职业信仰在支撑外，更是有法律在给

他们做坚强后盾。2017 年 12 月 13 日，最高

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

条明确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

情况且不能取得患者意见时，下列情形可以

认定为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不能

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

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

应医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

偿责任的，不予支持。这以立法的形式确定

在没有家属在场的情况下急救采取的医疗措

施不担责！

所以，只有法律给医生撑起一片天，从制

度上保障医生的权利，而不是纯粹的道德说

教，才能让医生放开手脚去履行天职！

让制度为医者仁心作保

光是叫嚣“你爱来不来”，不

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片面描

述当地旅游业的“光明”面，

也无异于鸵鸟态度。

舆论监督对社会发展有着很

强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媒体

已成为反腐斗争的一个重要

阵地。

陕西周至“记者采访被殴打锁太平间”事

件有了新的处理结果：相关涉案人员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处理，周至县卫计局正副局长、物

价局局长因在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均被撤

职，卫计局医政科科长等人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此前，周至县人民医院院长已被免职。

记 者 被 打 事 件 发 生 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起因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产妇喻某某

在周至县人民医院生下一名男婴后不幸去

世，家属认为院方存在过错，并将其诉诸法

院。2017 年 7 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二审判决，判定周至县医院赔偿死者家属

49.38万元并强制执行。

然而，当家属去医院打算取走产妇遗体

安葬时，却被院方告知，要缴纳总计10.2万元

的尸体存放费用。家属觉得不能接受如此“高

价”存放费，遂向当地媒体反映，陕西某电视台

对此事进行了报道。2017 年 12 月 4 日，该电

视台一记者在跟进报道时，遭到周至医院多名

工作人员殴打，从而引发外界关注。

常言道：医者仁心。在医院领导的纵容

下，多名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记者，实在有失医

院仁者风范，与救死扶伤精神背道而驰。该事

件折射出医院对创收的焦虑和医务人员素质

问题，是利欲熏心、藐视法律的心态作祟导致。

笔者之所以认为其缺乏善心，因为“善”

和“仁”有相通之处，而“善”更包含着医院不

善于跟媒体记者做好沟通工作，无论曝光与

否、孰是孰非，不至于殴打记者，医院在该事

件中透出来的一手遮天的霸气，反映出医院

的不良习气，周至县相关部门负责人自然难

咎其责。

自记者职业产生以来，与黑暗、邪恶的斗

争成为记者职业的重要组成。近些年来，殴

打记者事件虽不多，但偶有发生，有的还没被

媒体报道出来；很多时候，殴打记者的人员没

有一个逃得脱罪责。记者有责任反映群众心

声，舆论监督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监督方式，如

果心底无私、按章办事，何惧媒体追踪报道？

这些年来，整个社会对于新闻舆论工作

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质的提高，但总有那么

一些人，为欲盖弥彰，用掩耳盗铃方法处理媒

体曝光事件仍屡有发生。

舆论监督对社会发展有着很强的引导和

制约作用，媒体已成为反腐斗争的一个重要

阵地；如果受监督单位不注重自身形象，不善

待媒体，不善于化解，不讲究处理艺术，那么

迟早一天会咎由自取。

殴打记者自取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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