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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互信
还得从细处“调养”

龙门 站ee
成长需磨砺，但别瞎折腾

■微论撷英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从某种角度看，一些细节问题，
对于医患互信的伤害，并不亚于“医
德医风”这些看起来更大的因素。
毕竟，黑了心的医生只是极少数。

男性也能看妇科？还被诊断
出月经不规律？天底下哪有这等
事？如果不看最近的晚报报道，
只是看看网上晒出的处方笺，可
能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事情是这样的。一网友陪妻
子到新安县人民医院看病，号也挂
了，诊断也做了，买药时却发现，处
方笺出错了——妻子成了“男性”，
人也由28岁变成了“20岁”。院方
的回应是，电脑医疗办公系统默认
性别为男性，医生一时疏忽。

该解释的解释了，该道歉的
道歉了，但此事让大家议论不断。

诚然，此次事件，当事医生除
了一时疏忽把患者性别和年龄弄
错外，处方笺还是正确的。对于这
名医生的疏忽，我们大可不必锱铢
必较，上升到医德的高度去批判
他，但是善意的提醒还是有必要
的，因为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
医生任何一点疏忽都有可能成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笔者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
家人感到腰疼，就到市区一家医

院检查，拍了拍片子，医生在检查
报告上写下“要喝醉骨质增生”，
看得我们晕头转向。后经追问，
才知道应是“腰椎骨质增生”，出
错原因也是“一时疏忽”。

不可否认，有些医生医德滑
坡，“小病大治，小方大开”，甚至
只用技术看病，不用心看病，还有

“收了红包好好看，没有红包脸难
看”。但从某种角度看，一些细节
问题，对于医患双方互信的伤害，
并不亚于“医德医风”这些看起来
更大的因素——毕竟，黑心的医
生只是极少数。

就拿晚报的报道来说，主治
医生“五六十岁，态度和蔼”，劝阻
了患者做彩超的打算，实在“没必
要多花这个钱”——设身处地为
患者着想，令人尊重。出了这事，
也许真是一时疏忽，也许是因为
他上了岁数，对电脑操作不熟练，
但不管咋说，就是一张小小的错
乱处方笺，引发了这么多担忧与
议论。这个“病例”的意义，还不
够大吗？ （春兴）

在南京青奥会开幕式
上，数百名来自塔沟武校
的学员们的精彩表演令人
震撼。在开幕式前，晚报
记者曾数次探班参加表演
的洛阳学员，并参加了开
幕式彩排，还深入了解了
少年们训练中的艰辛和危
险。艰苦的排练，带给这
些孩子怎样的成长经历？
对此，网友有话说。

对精彩表演，“点赞”是必
须的。@猫的嫁衣惊呼“没想
到”。@喊我黄三金也感慨“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孩子们为此所受的磨
砺非同一般！@一页西国
表示赞同：看了晚报记者
的探班报道，才知道孩子
们有多苦。@大兔纸想要

腹肌认为：这次难忘的经
历会给孩子们的成长带来
很大的影响，在磨砺中学
会坚忍和合作，有助于他
们更好地成长。

艰辛与磨砺，对每个
孩子的成长都很重要吗？
@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中
南大学学士发言：温室里
的花永远弱不禁风，一个
人的成长如果太过一帆风
顺，反而是一种悲哀。@客
迎嵩也说：“不吃苦中苦，难
为人上人！”@白小宁你好
可爱则指出：磨炼虽然有必
要，但也必须掌握好度，“狼
爸”式的教育不可取。

那么，这个度如何掌
握？@不会玩圣骑士觉得
首先要因人而异：同一件事

对不同孩子的影响也不同，
老师和家长要看清孩子的
性格后再决定。@lvming36
补充说：磨炼的方式也要多
样化，单一的流汗可不够，
应该寓教于乐，使孩子们的
心智得到提升。

受点苦绝对没错，但不
能“为苦而苦”，让磨炼沦为
瞎折腾。正如@ starlove-
leaf21 所说，最关键的是知
道磨砺的意义和目的，打算
培养孩子哪方面的兴趣，或
是弥补哪方面的不足。@
天枰座的奶茶最后说：家长
切忌攀比和人云亦云，只要
能培养出孩子的独立性，就
算成功了一半，剩下的一半
还是让孩子们自己走吧。

（春兴 王斌）

虚拟海外传递替代实
体火炬传递，场馆多靠“借
用”，开幕式演出人员大多
是青年志愿者。相比索契
冬奥会的 500 亿美元、巴西
世界杯的 160 亿美元，南京
青奥会 18 亿元人民币的预
算，虽看上去“寒酸”，却别
具价值。

——《人民日报》评论指
出，南京青奥会举办青奥的
经验值得学习

不少地区官员财产公开
后，群众反响比较大。比如，
有的干部有好几套房，虽然
每套房都是合法来源，集资
建房、房改房、福利分房等，
但是百姓接受不了。出于稳

定考虑，上级纪委等部门就
叫停了。

——有媒体盘点近年
各地试点官员财产公开
的情况，发现超过半数只
是“昙花一现”。中山大学
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郭
文亮分析了其中的部分
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