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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木辛（媒体人）

近日，一段关于某基层医院
医务人员“祝2022年内三科事业
蒸蒸日上”的视频在网上传播，
引来部分网友谴责。当地卫生
健康委随后发布通报称，已责
成涉事医院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严肃处理，并对涉事科室和个
人作进一步调查，将根据调查
结果依规依纪严肃处理。通报

称，科室医务人员“营造氛围时措辞
不严谨”。而笔者认为，医务人员希
望事业蒸蒸日上的初衷，不应被过度
解读。

视频之所以引发争议，在于有人
将“事业蒸蒸日上”等同于“多看病人
多收钱”，这种理解显然片面且狭隘。
对于医务人员和医院科室而言，事业
的含义很丰富，学科的发展、技术水平
的提升、服务质量的改善、科室人才队
伍的建设、患者满意度的提升等，都是
事业发展的体现。事发当天，该院内

三科整体搬迁至新建的大楼，在自发
举行的搬迁仪式上，医务人员喊出这
句口号，这与前段时间曝出的科室年
会聚餐挂“手术室里全是钱”的横幅有
本质区别。

近些年，时有医疗卫生机构因对
联、条幅或口号而“翻车”，“开业大
吉”“生意兴隆”“热烈祝贺住院病人
突破四万人次”等字眼刺痛公众神
经。不可否认，个别医院或医务人员

“利”字当头，损害了行业形象，但公
众不能因极端个案而否定绝大多数

医务人员的仁心。不论是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还是在日常诊疗中，医务人
员都用行动证明，他们心中的“事业
蒸蒸日上”绝非等同于“希望大家都
生病”或“日进斗金”。个别医疗卫生
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不当言行，应该引
起行业警醒与重视，但与此同时，笔
者希望公众可以更加理性、客观地看
待医务人员群体，不被网络情绪所
裹挟，共同努力，不让医患关系受到
伤害。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在这起事件

中，有不少网友发出了理性之
声，呼吁不要上纲上线甚至无中
生有，寒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心。
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亟待强基
层的背景下，基层医务人员积极
投身其中、渴望卫生健康事业向
上向好发展的热情和进取心难
能可贵。公众和相关部门应该
看到这句口号背后的积极意义，
鼓励和保护好基层医务人员的积
极性，为早日实现强基层给予更
多支持。

“事业蒸蒸日上”不应被过度解读

□赵星月（媒体人）

近日，网传北京市部分学校
和幼儿园强制学生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对此，北京市教委回应称，
网传内容系误读；反对强制接种
疫苗或将接种疫苗作为孩子参加
学校和幼儿园正常教育教学活动

的前提条件，包括不允许提出“未接种
疫苗的孩子不能入校上学”“未接种疫
苗的孩子每 48 小时提交一次核酸检
测证明，否则不能入校”等要求。

自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启动
后，我国就明确接种的基本原则是

“知情、同意、自愿”。儿童青少年的
防疫意识不及成人，学校又属于人口
密集场所，一旦出现疫情的苗头，极

易造成扩散。接种疫苗能够有效阻
断病毒的传播，保障儿童青少年学习
生活正常运转。与此同时也要看到，
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安全格外受到关
注，家长在选择是否为孩子接种疫苗
时会有更多考虑。相关部门、机构应
当给予更全面、更细致的科普宣传、
答疑解惑，帮助家长科学、理性地作
出决策。

学校在组织接种过程中担负着特
殊职责，承受着一定压力，需要相关部
门更多的支持和家长的理解，也需要
花功夫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对于接
种意愿不强的学生，如学生确因身体
条件不允许需暂缓接种，校方应待其
身体条件允许时，适时提醒补种，同时
在其缺少疫苗保护的情况下，做好防
疫宣教，提示其加强个人防护。如学

生家庭自认为感染风险较低而不
愿接种，或因希望更多有关疫苗
安全性、有效性的数据披露后再
行接种，校方应予以正确引导。
此外，校方的充分评估和备案记
录可作为政府统筹安排疫苗接种
工作的决策依据，帮助政府了解
学生和家长的担忧及疑虑，以便
及时回应民意，更好地指导各地
加强与受种者和监护人的沟通，
规范接种的实施。

学生疫苗接种期待理性与耐心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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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双奥
之城新气象——2022
中外媒体北京行”城
市形象采访活动走进
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体验北京居民业
余文化生活。该所由
市民活动中心、综合
文化活动中心、残疾
人温馨家园等整合而
成。图为甘家口街道
居民和志愿者一起制
作传统花灯。

本报记者张丹摄

□特约记者 齐璐璐
通讯员 金晓璐

“叮！”近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神经外科胡凡主任医师刚下手术
台，就收到了一段视频。打开一看，
是一位姑娘手拿鸡腿在开心地吃着，
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两年前救治的车
祸患者。“多亏胡医生，我女儿才能恢
复到现在这个状况，已经会自己发微
信了，我把她的现况拍给您看，让您

也高兴高兴！”视频中的陈先生欣喜
地说。

2019年，陈先生的女儿因车祸导
致严重颅脑损伤，在当地医院做了开
颅硬脑膜下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
术。术后，这名20多岁的姑娘一直未
清醒，气管切开，呈植物生存状态。其
后，她因出现脑积水转入上级医院接
受了腰大池—腹腔分流手术，术后不
久即出现分流管感染导致的脑室感
染，不得不持续脑室外引流。虽经积
极抗感染治疗，脑室感染得以控制，但

其脑积水仍只能依靠脑室外引流得以
缓解，神志无明显好转，气管切开无法
拔管。为求进一步治疗，陈先生来到
上海中山医院。

胡凡详细查看病史后认为，如果
再做手术，姑娘的术后并发症和感染
风险会明显高于一般患者。胡凡团队
向陈先生讲明了手术难度及术后可能
存在的感染、伤口不愈合等风险，陈先
生还是决定搏一搏。为保证手术的顺
利进行，胡凡团队进行了细致的术前
讨论，在完善患者的相关检查后，手术

团队做出了一次手术完成两个术式的
决定。“患者还很年轻，所以我们考虑
一次手术同时解决她的脑积水和颅骨
缺损问题，如果成功，不但能为她进一
步康复创造条件，而且也能为患者家
庭减轻经济负担。”胡凡说。

2019年11月25日，陈先生的女
儿接受了右侧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左
侧颅骨修补术。术后，其一度出现左
侧颅骨缺损修补处伤口愈合不佳。在
重症监护室、神经外科病房医护团队
及整形外科的通力协作下，患者伤口
得以愈合且没有出现感染等并发症，
手术一个月后顺利出院。

“这个病例令我印象深刻，能恢复
到现在的状态，我真为她高兴。”胡凡
感慨，“困难手术虽然会比常规手术承
担更高的风险，但只要一想到可以为
患者带来新生、给患者全家带来希望，
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搏一搏，助“植物人”苏醒

□通讯员 龙利蓉 李丹
本报记者 张立斌

近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远程医学中心，该院神经内科李
琦教授为一名丹麦王国患者进行了1
个多小时的远程会诊。该患者的疑难
疾病终于在重医附一院找到了答案。

今年1月，李琦收到一封来自丹
麦的邮件，内容是关于他几年前提出

的罕见病——椎动脉压迫综合征的。
他得知这名叫赛布丽娜的丹麦患者，
已在多个欧洲国家求医，但仍未得到
明确诊断，病情逐渐加重。

法国的神经病学家考虑赛布丽娜
所患疾病为李琦提出的椎动脉压迫综
合征。为明确诊断并进一步治疗，赛
布丽娜决定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咨询李
琦。会诊中，李琦仔细阅读了患者的
原始影像图像，并以视频的方式对赛
布丽娜进行了检查，耐心地为赛布丽

娜梳理病史、解读影像检查结果、提出
治疗方案。

据了解，多年前，李琦在临床工作
中偶然发现部分患者出现头晕、平衡
障碍、进行性肢体乏力等临床症状，但
不能用常见疾病解释。为了让这一罕
见疾病得到正确认识，李琦不断研究
该病患者，在国际上提出并命名了一
种罕见脑血管疾病——椎动脉压迫
综合征，并制定了临床诊断标准，
2019年发表于国际神经病学专业杂

志《神经病学前沿》上，为该病的早期
识别、诊断和治疗奠定了基础。

“椎动脉压迫综合征”提出后，相
关文章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阅读学习
并应用于临床，目前阅读下载已超过
2.7万次。

此外，椎动脉压迫综合征作为眩
晕的重要鉴别诊断，已被哈佛大学专
家写入由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
er）出版的国际著名专著《神经急诊决
策方案》中，为临床医生的工作提供了
思路。有中国医师阅读该文章后，将
误诊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等神经系统变
性疾病的患者诊断为该病，并在国际
上发表SCI文章介绍，为该病的继续
探究和治疗奠定了基础。

李琦希望有更多医生认识椎动脉
压迫综合征，让更多患者得到及时、有
效的诊断和治疗。

解谜题，一场会诊跨万里
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国
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巡视员

（副司级）、退休干部刘宝珍
同 志 ，因 病 医 治 无 效 ，于
2022 年 2 月 13 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88岁。刘宝珍同志
于 195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60 年 3 月参加革命
工作，1994年4月退休。

食品风险分级
与信用风险分类
将更有效衔接

本报讯 （记者杨金伟）2月 15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
吹风会，介绍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
管理有关情况。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
品安全总监王铁汉表示，面对超大规
模的市场和监管对象，借助信用手段
提升监管效能，保证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是开展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共识和
有力抓手。

王铁汉介绍，在食品安全领域推
进企业风险分类管理上，目前市场监
管部门已建立四级风险分级管理制
度，将食品企业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
为四档，并据此确定检查的频次、内
容、方式。比如，对于故意违反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连续
2次以上监督抽检不合格的，不按规
定进行产品召回或者停止生产经营
的，拒绝、逃避、阻挠执法人员进行监
督检查的，或者拒不配合执法人员依
法进行案件调查的，一律上调食品安
全风险等级。对于被列入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的企业，直接定为D类（最高风
险等级）。

王铁汉说，下一步，将进一步推动
食品风险分级与信用风险分类的有效
衔接，对监督检查结果及行政处罚的信
息，全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向社会公布，并对投诉举报多、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
情况的企业和个人，实施信用联合惩
戒，会同相关部门在准入、融资、信贷、
征信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

全国已建成
869个进口冷链
食品集中监管仓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
者赵文君）记者14日从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869
个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集中监
管仓对海关口岸放行的进口冷链食品
入库统一消杀、统一检测，获得出仓证
明后，方可进入市场销售。

集中监管仓在切断潜在疫情传播
渠道、提升问题冻品应急处置效率、节
约处置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推动进口冷
链食品集中监管仓信息化管理，建立
集中监管仓主体信息、进口冷链食品
追溯信息电子档案，动态更新数据，开
展网络巡查，及时风险预警，形成责
任闭环。

据介绍，全国进口冷链食品追溯
管理平台于2020年 12月上线运行，
构建国家级平台、省级平台和企业级
平台共同组成的三级架构，旨在形成
畜禽肉、水产品等重点进口冷链食品
全链条信息化追溯。目前，一些地方
市场监管部门向平台实时对接集中监
管仓视频数据，实现对进口冷链食品
的网络巡查、远程监管。下一步，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将依托集中监管仓，升
级打造平台，持续强化进口冷链食品
风险防范。

全国精神心理健康
科普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杨金伟）2月 12
日，由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
中心主办、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指导、京东健康承办的2022全国精神
心理健康公益科普大赛启动。活动共
设京津冀、鲁豫、湖北、湖南、闽苏皖6
个分会场，线上线下同步举办。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
心副主任黄长群介绍，此次大赛旨在
激发广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工作者
参与健康科普创作和传播的热情，助
力提高全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共同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
的社会心态。希望大赛能做出精品，
打造品牌，培养一支精专业、懂传播的
科普专家队伍，为推进全国精神心理
科普工作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据悉，活动面向全国医疗卫生机
构征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系列科普
视频作品，将于3月至7月进行，历经
初赛、复赛、决赛3个阶段。

生物类似药
有了新技术标准

本报讯 （记者谢文博）日前，《生
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发布。《指导原则》由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组织制定，适用
于结构和功能明确的治疗用重组蛋白
质制品。

据了解，生物类似药指在质量、安
全性和有效性方面与已获准注册的参
照药具有相似性的治疗用生物制品。
近年来，生物类似药的研发和申报日
益增多。国内外已有药品按生物类似
药获准上市，更好地满足患者临床用
药需求和可及性。生物类似药的临床
药理学研究应遵循比对原则，通过证
明候选药与参照药不具有临床意义的
差异，从而证明其与参照药的相似性。

《指导原则》提示，临床药理学研
究需基于医学伦理要求，在能敏感区
分候选药和参照药差异的健康志愿者
或患者人群中开展。

闯一闯，打破
“双抗凝”禁区

本报讯 （记者莫鹏 吴倩）近
日，应急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周云芝率团队果断选择勇闯手术
禁区，打破“双抗凝”患者不能手术的
桎梏，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去年11月，该患者在当地医院进
行了心脏搭桥手术，但在气管插管拔
除1个月后，他呼吸越来越困难；经检
查发现，是由于气管插管并发症引起
的气道狭窄。要想解决气道狭窄，必
须进行支气管镜介入治疗，但患者正
在服用两种抗凝药。按照常规，这类
患者必须在停药5～7天后，才可以接
受手术，否则会引起大出血。

患者在其家属陪同下日前到应急
总医院寻求治疗。急诊室医护人员立
即对其展开抢救。危急之下，周云芝
果断决定立即手术。走进手术室，助
手们都屏住了呼吸，因为他们无法预
料这个手术将会遇到多大的风险。

“ 胸 部 CT，查 看 气 管 狭 窄 程
度……”

“ 插 入 硬 质 镜 ，保 证 气 道 通
气……”

“注意声门下2厘米狭窄，气道只
有4毫米，电切、扩张、冷冻……”

随着周云芝的指令，手术有条不
紊地推进。30分钟后，手术成功。术
后，患者苏醒并感觉呼吸顺畅。

做花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