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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下午，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蔡国栋在工作时突
发心梗，最终抢救无效离世。据了解，
事发前蔡国栋身体并不舒服，但仍为
了手术中要采用新技术做了大量准
备工作。而在事发当天，他要连着做
几台手术，病发时还在手术台上。

听到这个消息，相信人们都会被
这位带病工作的医生所感动，并为他
的离世感到惋惜。发布这则消息的微
博下面有几百位网友留言，要么是请
这位医生的亲友节哀，道一声“一路走

好”；要么感叹医护人员的辛苦，提醒
他们多多保重。在这里，已经看不到一
丝医患关系紧张的影子。就因为一个
人的一件事，人们对医生这份职业有
了更多的了解，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
的关爱。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人们对一
个群体的认知就来源于这个群体中
的个别人，来源于自己所经历或所
见到的个别事。那张几名医生手术
后躺在走廊里休息的照片，或是医
生在小女孩心脏手术前抱着她安慰
的画面，带来的不都是一致的点赞
吗？对于患者而言，他们不太可能了
解医护人员的整体情况，如果自己
或亲属不在医院工作，也很难设身
处地考虑问题。多数情况下，患者遇
到了怎样的医生，这个个体的形象

就会扩大为一个群体的形象。
之所以会有紧张的医患关系，

恐怕也与此有关。类似过度治疗、开
“大处方”或是对患者爱搭不理等，
即便只是个别医生的作为，对患者
来说，自然而然地会联系到整个群
体。现在一说到紧张的医患关系，很
多人都在抱怨医疗体制，认为是体
制的不健全催生了个人的恶，却忽
视了职业道德和服务态度对行业形
象的影响。就像离世前仍在工作的
蔡国栋，他留给患者的就是真正的
白衣天使形象。如果每一位患者遇
到的都是这样的医生，何愁医患关
系不能缓和？

事实上，不光是医生，道理对于
每一个行业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良
好的职业形象离不开每一个从业者

的努力，这在有服务性质的行业尤为
突出。现在很多人都有感触，党政机关
的工作作风在转变，群众自己在办事
时，遇到的公职人员更热情了、更认真
了；如果依旧是门难进、脸难看，哪怕
只是个别“临时工”行为，怕是也不会
有这样的感触。

眼下，一些领域确实存在矛盾，比
如医生和患者，又比如城管和小贩，人
们在反思时往往过多地反思体制的
因素，而这种思维定势又加剧了群体
间的对立情绪。要想彻底解决问题，确
实要靠改革、靠制度，但也别忘了好医
生、好官员这样的模范带给人们的启
示。著名学者崔卫平曾说过，“你怎么
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有光明，中国便
不黑暗”，把话里的“中国”替换成某个
行业，道理也是相通的。

医生尽职，医患关系就差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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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鹏伟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
我国的宣传主题是“合力抗艾，共担
责任，共享未来”。（12月1日中新网）

在艾滋病传播的三种途径中，
性传播占比最高，于是“滥交”几乎
成为了艾滋病的代名词。再加上男
男性传播比例的迅速上升，“同性
恋”的标签也被贴了上来。感染艾滋
病的人常常遭遇多重歧视，不敢见
人、得不到有效治疗，甚至还有人以
故意传播的方式报复社会。

由于常识缺乏，对其传播途径、
病症表现并不了解，即使是医疗机
构，也存在着拒诊情况，使得恐惧在

全社会相互传导。沉迷于道德评判只
会加深社会裂痕，而改变现实的前提
首先是科学地面对。有关艾滋病的常
识必须不断重申：艾滋病并非都与性
行为有关，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也是
传播途径；同性恋具有“生物基础”，
不是病，也无法“矫正”。事实上，艾滋
病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绝症，只要早
发现、早治疗，感染者能带病生存，在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感染者的病发
死亡率只有1％。

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黑
暗不能驱走黑暗，只有光明才能做
到。”只有全社会不断了解、包容和接
纳不同者与不幸者，艾滋病人群才能
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生活，让阳光驱走
阴霾。反之，则灾难不仅属于他们。所
以要抗艾须合力才能见效，而形成
合力的前提，首先是不再歧视。

拒绝歧视是合力抗艾的前提

给年轻人更多

职业想象空间

2016年国考许多职位都提高
了门槛，有更为严格的专业要求。
遴选机制日趋科学严密，报考人
数下降自在情理之中。真正能反
映青年择业观变化的，是2012年
以来持续出现的大范围“弃考”现
象。据统计，2016年，弃考者超过
46万人，占比近1/3。这个现象说
明，在很大一部分年轻人的心里，
国考已经不再是前面有千军万马
也要闯过去的“独木桥”。

青睐或放弃国考，只要理由
正当，本身并不值得担忧。怕的
是，年轻人热衷考公务员，并非出
于服务国民的精神，而只是看重

“铁饭碗”。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未
经磨砺就与梦想和勇气绝缘，放
弃了职业想象空间，是比扎堆到
某一个职业严重得多的问题。

当然，年轻人的选择，某种程
度上是对整个社会职业想象空间
的定义。更何况，“互联网+”时代
给了梦想前所未有的发酵机会。
有一部电影台词说：“年轻的时
候，总想到沙漠的那一边去看看，
其实去过了才知道，沙漠的那一
边也是沙漠。”选择对了，还是错
了，只有走过才知道。但无论如
何，青年人不该未曾远行，就变成
饱经世故的老人。（摘自《人民日
报》，作者刘天亮）

葛媒体视点

葛公民论坛

评论员观察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