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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小处方”引发大讨论，网友
纷纷点赞

昨日，本报的《两分钱治好蜂蜇伤
便宜到无法找零》刊发后，被光明网、中
国日报网河南频道、新浪网等门户网站
以及媒体转载，此事也引发了大家对于
当前“看病花费”“医德”等问题的讨论。

网友“星星zxc”说：“一个医生按
照患者的症状给予临床指导用药，本着
对病人负责、对病情负责的态度，用2
分钱就把病治好了，我们怎能不感动？
好医生，值得我们赞一个！”

网友“洛阳李渊博”在微博中说：
“医者仁心，中国好医生！”

还有一些网友在肯定王医生做法
的同时，表示从深层次分析，这个行为
属于医生的职业操守，是医生都该有的
基本道德准则。

网友“音欢畅乐”说：“因为有些医院
把本来的医疗服务商业化，小病大治，让

人们对王医生的‘小处方’治病大加赞
赏，这实际上一些是医疗公共服务变成
商业行为后，人们观念上产生了偏差。
我们应该肯定王医生的做法，但这应该
是医生们都应该遵守的职业准则。”

院方：“小处方”并非个例，这
也和医院定位有关

与网友和市民的热议相比，在白马医
院，医生们似乎对这件事并不感到稀奇。

“这可能与我们医院的定位有关，
医生们都感觉此事很平常。”白马医院
党总支书记刘瑞红说，与周边一些大医
院相比，白马医院主要定位是为周边社
区居民服务，附近居民有一些轻微疾病
到医院治疗时，经常产生几角钱、几元
钱的“小处方”。

“医院所使用的药物都由院方统一
采购，不允许我们参与药物的进购，我
们的工资也不与所谓的‘业绩’挂钩。”
白马医院内科门诊主任谭子凯说，“我

们周边不少居民的收入在全市处于较
低水平，所以我们也没必要给患者增加
经济负担。当时也是根据病人病情，不
同价位的方子都开过。”

记者在白马医院的内科、儿科等科
室门诊的患者登记簿上看到，不少患者
就诊之后，并未在医院接受治疗或者买
过药就离开了。

“有些孩子得了小病，我们觉得没
必要用药就不会开方子。”白马医院儿
科副主任医师韩宇博说。

王晓辉：只是一次普通诊断，
大家过誉了

自己的一次普通诊断竟引起这么
强烈的关注，34岁的王晓辉感觉有点儿
不知所措。

“被称为‘中国好医生’真是网友过
誉了，我连医院的‘服务明星’还没评上
过呢。”王晓辉不好意思地说。

王晓辉说，白马医院每个月都会对

接诊过的病人进行回访，将病人满意度
最高的医生评为当月的“服务明星”，并
予以嘉奖，他半年前从外地的医院调到
白马医院至今，还未获过这个奖。

“我也就是根据病人病情开方子，
几块、十几块的方子都开过，并不是每
一个都那么便宜。”王晓辉说，之所以被
患者称为“中国好医生”，他觉得是因为
不少人认识存在“误区”。

“举个例子，两个患者有类似的症
状，在一个医院治疗费用高，在另一个
医院治疗费用低，一方面可能是两家医
院规模、技术、设备不同，所以收费标准
不同，另一方面可能是两家医院的医生
针对不同情况，分别采用了适合患者的
不同治疗方法、药物，导致费用不同。”

所以王晓辉觉得，也不能完全以治
疗费用、药物价格是否低廉作为评判一
个医生医德的标准。

医生提醒：遇到这些常见疾
病，别急着求医问药

白马医院的医生认为，患了生活中
常见的一些小病，市民没必要急于求医
问药，他们为市民支了几招儿：

成人由于不良饮食习惯、消化不良
等出现轻微腹泻，如果没有出现发烧、
脱水等比较严重的症状，就可以通过改
善饮食，多喝淡盐水，加强休息等进行
调节、治疗；

儿童因为上呼吸道感染出现打喷
嚏、流鼻涕和轻度发烧的症状，如果体
温在 38.5 度以下，可以不用立即吃药，
家长注意让孩子饮食清淡、不剧烈活动
即可，体温超过 38.5 度，则应遵医嘱吃
点儿退烧药；

被蝎子、蚊虫、蜜蜂叮咬、蜇伤，如
未出现过敏反应，用肥皂水清洗患处
即可。

两分钱治好蜂蜇伤的“中国好医生”王晓辉引起网友热议，对此他表示——

对症开方子，“小处方”很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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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本报 A08 版刊发《两分钱
治好蜂蜇伤 便宜到无法找零》一文
后，被许多网站和网友转载，引起网
友热议。

开药便宜与否是不是评价医生
医德的标准？这个问题成为网友热
议的焦点。开出这个处方的王晓辉
对此事有何看法？2分钱的“小处方”
药是否只是个例？昨日，洛阳晚报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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