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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县“医闹”，不再硝烟弥漫
┮曹县医患纠纷调处办公室成立，使纠纷有了解决的便捷途径

┮当地法院主动介入，弥补调解协议书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不足
文/片 本报记者 周千清

医患纠纷中，绝大多数患者处
于弱势地位。当医疗纠纷发生后，
很多患者家属选择粗暴的方式解
决问题。医院无法与情绪激动的患
者家属沟通，选择逃避，使得矛盾
更加激化。曹县医患纠纷调处办公
室，成为医患纠纷的“110”，成立不
足一年时间，成功调解纠纷34起，
有的赔偿金额达24万，有的没有丝
毫赔偿，和平化解。

医患纠纷

有了便捷处理途径

近日，菏泽曹县青菏办事处某
村一位78岁老太太，到曹县某公立
医院治疗牙病，简单处理后，老人
在家人陪同下回家，“回家的路上
发现，老太太的嘴有点歪。”老太太
的家人称，当时发现老人这一状
态，家人并没有在意。

当天，老太太突然晕倒，送院
就医因救治无效，不幸离世。“前一
天到这家医院口腔科治疗牙病，第
二天出现这种情况，老人的去世肯
定和医院有关。”老人突然离世，家
人与乡亲断定，老人突发脑溢血，
必定与前一天医院的医治有关。

老人的家人及乡亲共二十余
人，通过医院张贴的医疗纠纷投诉
电话，联系到曹县医患纠纷调处办
公室李利主任，“情绪的波动很容易
诱发脑溢血，老人突发脑溢血可能
与治牙过程中情绪紧张有关，与医
院的治疗没有关系。”李利详细讲解
脑溢血发病的诱因和机理，以及“医
闹”带来的法律后果，随后，老人家

属来到医院，得到与李利同样的解
释后，他们才最终接受老人的去世
与医院口腔科治疗无关。

在医患纠纷调处办公室的调
解下，潜在的“医闹”就这样处理
了。在医疗纠纷的硝烟中，医患纠
纷调解办公室受理医疗纠纷43起，
成功调解34起，在维护医患关系上
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更为双方提
供了便捷的处理途径。

法院主动介入

为调解协议书镀金

2011年8月5日，曹县医患纠纷
调处办公室正式成立，由主任李利
负责主持日常工作，选定办公地点，
配备调解车辆，医患纠纷“110”开始
在全县奔波。

医患纠纷“和事老”并不好做，
负责主要工作的李利为此付出很
多。李利曾有医学院学习的经历，这
使他对医患纠纷有基本判断，但是
没有相关法律常识，无法将纠纷解
决带入正轨程序，为此，李利专门攻
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研究生课程
班。面对冲突激烈的纠纷，李利便可
以有理有据调解，即便如此，由医疗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协
议书却没有法律强制效力。“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达成调解，其中一方如
果反悔将功亏于溃。”李利的担心随
即被曹县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打消。

医患纠纷调处办公室成立不
久，曹县人民法院主动进驻，在其
内部设立司法确认办公室，在调解

协议书合法的情况下，出具法院确
认决定书。

“确认决定书和判决书具有同
等法律强制效力。”曹县人民法院副
院长刘启玲说，曹县人民法院“人民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新型工作模
式，恰好弥补调解协议书不具法律
强制效力的不足。“法院工作人员的
介入，让双方当事人对我们更加信

任，让工作更加有效。”李利称。
为了协调医患纠纷调处办公

室的工作，曹县人民法院诉前调解
办公室主任吴新胜、副主任姚建
华、郭潇虹，随时将办公地点移至
医患纠纷调处办公室，协助李利主
任调解医患纠纷。

“调解协议书制定以后，经过
审核后，由我们出具确认决定书，

调解协议书便具有法律强制效
力。”吴新胜称。

纠纷调解免费

医患双方免去诉讼时间

办公地点随时变化，人民法院
工作人员没有丝毫怨言。医患纠纷
调处办公室用专线与他们取得联
系，司法确认办公室配备司法确认
车，第一时间到现场调解纠纷，出具
确认决定书，郭潇虹介绍说，由法院
出具确定决定书具有法律强制效
力，但是并不收取当事人任何费用。

姚建华告诉记者，如果医患双
方进入诉讼程序，由法院进行调解
的话，将依照相关规定收取一定费
用，通过医患纠纷调处办公室调解，
不但为双方免费提供了有利的处理
方法，还免去诉讼程序所需时间。

医患纠纷调处办公室的调解
与曹县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两者
相辅相成，构成医疗纠纷调处的特
色模式，为医患双方提供了便捷的
通道，也让很多医疗机构看到医患
调解作用，李利主任向他们提供帮
助，告知如何防范医患纠纷。

在李利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
12张草纸的发言稿，李利还专门总
结医患纠纷预防的知识，并做成幻
灯片，在闲暇的时候奔波传播理论
知识，曾有医院负责人告诉李利，
他一堂课的知识让医院节省几十
万元。“能避免医患纠纷，是无法用
金钱衡量的。这些知识是我去各地
上课学习总结出来的，防止医患纠
纷应该从源头控制。”

郓城：

“第一书记”送去麦收扶助金
本报郓城6月5日讯 (记

者 张歆然 ) 目前正是麦
收季节，郓城县玉皇庙镇彭
庄村“第一书记”于朋了解到
部分家庭因缺少劳动力及贫
困，麦收存在一定难度。于朋
向郓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反应情况后，5日，郓城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
分工作人员慰问彭济显、宋
菊花等11户困难家庭，为每
户贫困家庭送上300元麦收
扶助金和慰问品。

走访慰问的11户困难家
庭中，有军烈属、孤寡老人、
五保户、低保户和残疾户。每
到一户，郓城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局长魏宏峰都详
细了解他们在生产、生活中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表示
有什么困难可以向镇党委政

府、村两委和“第一书记”反
映情况，及时帮助他们解决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儿子因
白血病去世的特困户彭纯
渠、王考金夫妇接过扶助金
后，激动地连声道谢。

同时为确保麦收的顺利
进行，工作组还对群众进行
麦收期间防火防灾宣传教
育，引导群众进行秸秆综合
利用，减少焚烧造成的环境
污染。

▲魏宏峰将300元的麦收扶助金送到孤寡老人彭步晓手中。

快步“走火”
赤着双脚，一步步走过烧得发红的

木炭铺成的“火毯”，你敢吗？5日晚上，
近二百名靓源美容美发职业中专学员
及众多美发美容从业者在勇敢“走火”。
场地中央有一块宽约一米五的由木炭
铺成的“火毯”，木炭燃烧的温度可达
700度左右，一个个学员鼓起勇气快步
走过火毯，落脚之处便着起一团团火
焰，引来围观市民一片欢呼。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影报道

▲▲每每个个案案件件都都让让李李利利记记忆忆犹犹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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