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晚报》连日来报道了蓝
翔路中段一诊所输液出现死亡的事
故,天桥卫生部门认为，该诊所涉
嫌非法行医。

众所周知，各类医疗机构的专
业性和技术性都非常强，这事关群

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准入门
槛也比较高。然而医疗行业的高收
入与高回报，还是让一些人对这一
行业的风险心存侥幸，不惜铤而走
险。无论该诊所是否最终为患者死
亡负责，其非法行医的事实确定无
疑。

小诊所大多处在居民小区附
近，它们给省城居民就医带来了很
大便利。然而一些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及行医者未取得
《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
书》的“黑诊所”混杂其中，其行
医者因为对医学知识了解甚少，可
能发生误诊甚至乱用药的情况，而
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处理，又缺
乏必备的急救药品，出现抢救不及
时甚至危及患者生命，给居民的生
命及健康带来危险。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这样的诊
所在省城还隐藏着多少？如果这次
没有发生死亡事故，该诊所是否还
会波澜不惊地办下去，直到出现死
亡事故被查处为止？作为普通的市
民，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生命与健康
负责，仔细辨别医疗机构及行医者
资质的合法性，这可以通过观察诊
所内是否悬挂有效的《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等进行判定。而作为有
关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是否有必
要通过社区街道把小诊所的信息收
集上来，对不具备行医资格的进行
取缔，对具备行医资格的做好规范
提升，为居民创造良好的就医环
境，这是否也是为居民健康负责的
应有之举呢？

市民期待一个负责任的调查结
果！

□董昭

近日，一位外地朋友乘
汽车来济南，连连抱怨说，火
车站对面有个联运汽车站，
上个厕所怎么还收5角钱？何
况卫生条件很差，这太影响
省会形象了。

其实多年前就有规定，
禁止车站码头机场等公共场

所的厕所收费，而且要求各
级价格主管部门加强监督检
查。火车站附近的联运汽车
站是城市形象的一个窗口，
是许多人接触济南的第一站，
往往在这里形成对济南的第
一印象。本该免费开放的公厕
却依然在收费，主管部门也该
管一管了，别为区区5角钱损
害了省城的形象。

□孙建伟

早上上班挤公交，一位
老大爷站在一个靠窗的座位
旁，坐着的一位年轻女乘客
起初没有让座的意思，可是
老大爷就站在她旁边，好多
乘客看着。伴随着不情愿的
叹息，她站起来把座位让给

了老人。
作为一个旁观者，见此

情景也是好生感慨，让座的
初衷不是尊老爱幼，而是因
受不了道德上的压力才让
座，这让人觉得太勉强。给人
让座是件好事，反成了心理
负担 ,实在有点费力不讨好
啊。

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是否有必要通过社区街道把小诊所的信息收集上来，对不具备行医资

格的进行取缔，对具备行医资格的做好规范提升。

还有多少小诊所在非法行医

□邱蕾

据报道，去年8月份，省卫生
厅、公安厅和物价局就联合发布了
关于规范医疗机构及其周边车辆停
放秩序和收费行为的通知，患者就
医可以在医疗机构内免费停车，但
时至今日，在医院停车仍需交费。

本来，对前来就诊的患者免收
停车费，可以视为一项福利，但实

际上这项福利却被变相剥夺了。这
看似是医院不按规定办事，实际上
却是一个普遍、棘手的社会问题，
不是医院独自可以解决好的，那就
是车位数量远不能满足车辆停放的
需求。近年来，城市车辆迅速增
加，但停车位等必备的配套设施的
建设却远远没跟上，直接导致需求
远大于供给。在供需矛盾尖锐的情
况下，为争车位而引发的纠纷层出

不穷。医院等机构免收停车费的规
定一出台，便会给平日为求车位而
大伤脑筋的市民一线曙光，钻空子
的行为也就在所难免了。当然，此
举方便了自己，却给看病的患者带
来了停车的不便。

只有解决了供需之间的根本矛
盾，这种钻空子的现象才会消失，
医院收不收停车费也就不会成为一
个社会问题了。

公交车让座不能成为一种负担

别因五角钱坏了城市形象

收停车费不能全怪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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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文

更多精彩评论详见齐鲁晚报报网互动论坛http://bbs . qlwb . com . cn

QQ群：107866225

□程占新

据《生活日报》报道，阳
光舜城居民开始陆续上山开
辟菜园，目前已经在周边开
辟了近百块“私家菜园”。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开山种地的
“菜农”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
人。

五六十岁的老人为何放
着清福不享而去山上种菜
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老人通

过种菜找到了“精神寄托”，
交到了许多老年朋友。老人们
种的不仅仅是菜，可以说种下
的是寂寞，收获的则是闲在家
中所体会不到的乐趣。

老人种菜找乐的现象，
反映了当前老人们生活的一
个状态，在社区现有的条件
下，老人们不去种菜，还能去
干点啥？有关部门也该着手
给社区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找
个出路了。

不去种菜，老人还能干点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