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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栖霞市人民医院监控
拍下的一段视频在网上迅速流
传。视频中，一名市民在医院突
发脑出血栽倒在地，医护人员
闻讯赶来全力抢救。在施救的
过程中，为了和死神赛跑，护
士跪在移动中的病床上给病
人做心脏按压。这一幕让很多
人“泪奔”，他们纷纷称赞这些
医护人员无愧为“最美天使”。

确实就像网民所说，“如果
没有监控拍下，你不会知道医护
们有多拼”，看到这些恪尽职守
的医护人员，很多人都觉得应该
不吝赞美，让他们感受到公众发
自肺腑的敬佩和尊重。但是，很
多医护人员并没有因此表现出
太多的感动，在他们看来，这就
是医护人员应该做的，也是医院
里常见的。如果一个人需要被感

动，到医院里就可以看到很多类
似的场景。

很多医护人员在网上留言，
反而表达了一种后怕，这回把人
救活了就成了“天使”，如果没救
活会不会被认为“失职”，被人找
茬甚至招来“医闹”。在公众热情
洋溢地赞美“天使”和“正能量”
的时候，这样的担忧看上去很
突兀，也有些不合时宜，但是
说出了很多医护人员的心里
话，那就是他们更渴望公众能
更理性地看待医患关系，而不
是忽冷忽热，让医护人员在冰
与火的碰撞中备受煎熬。

联想到不久前在莱芜发生
的医生被砍身亡事件，一些医护
人员现在冷眼看待公众的赞美
也就不难理解了。回顾之前有关
医护人员的新闻，总是不乏令人

眼热心动的事件。比如医生连续
手术几十个小时累得瘫倒在地，
医生带病工作忍痛为患者治疗，
医生在手术室内怀抱幼小患者
安抚情绪，这些事件每次见诸媒
体都感动了很多人，但是另一方
面有关医闹甚至杀医的事件在
各地也是频频发生。谁敢说今天
大赞“最美天使”的人，明天就不
会成为气势汹汹的“医闹”？

一些医护人员之所以不愿
再听到“天使”这样的赞美，就是
担心病患真的以“天使”的标准
来苛求自己。毕竟“天使”是完美
的，并且能给人带来奇迹，而医
护人员只能尽自己的职责，却不
能对病患“有求必应”，也不敢保
证自己从不失误，所以一定会有
很多病患没法成功地走出手术
室和医院。如果有奇迹才有感动

和赞美，那么很多尽职尽责却没
有创造奇迹的医护人员被误解
或攻击，也遵循了同一个逻辑。
所以，医护人员更渴望公众能更
充分地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以
冷静理性的眼光平视他们，而不
是被神圣化或污名化。

很多网民热情地赞扬栖霞
的“最美天使”，也有借此事件
改善当前医患关系的想法。但
是，这些年发生的许多事件早已
证明，医患关系日渐恶化的根源
并非医疗水准或职业道德下降，
而是很多体制弊端带来的矛盾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让身处矛盾
最前沿的医护人员成为牺牲品。
对所有医护人员来说，制度的保
护才是最好的保护，赞美之词
只能让人一时愉悦，并不能带
来真正的安全。

靠赞美保护不了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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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让强制执行更有力度

□刘剑飞

18日上午，由北京朝阳法院
50多人组成的执行团队奔赴位
于奥体中心的北京宏绣名仕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现场强制执行
一起合同纠纷案。与此同时，在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管理中心，整
个执行过程清晰地呈现在大屏
幕上。由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

“向执行难全面宣战”大型网络

互动直播活动正式启动，此次活
动为期一年，最高法院将在全国
法院系统每月选取1-2件执行案
件，让全社会公开透明地全程见
证和监督法院的执行工作。同时
通过全民直击，让“老赖”无所遁
形。（10月19日《京华时报》）

公司内收藏价值上亿元的
刺绣和藏品，却拒不执行法院判
决，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法律的严
重践踏，也严重损害着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法
院决定对被执行人实施强制执
行。法院强制执行并不鲜见，鲜

见的是，法院对此次强制执行进
行全程网络直播，这种直播不仅
体现出透明和公开的执法态度，
也方便接受公众监督，更重要的
是，这种直播可以提升法律震慑
力，也是一次很好的法制教育。

长期以来，对一些被执行
人，法院在实施强制执行时，往
往是“静悄悄地进行”，这种悄无
声息的执行，无形中给被执行人
打上了一层“马赛克”。由于缺乏
信息公开和透明，公众无法进行
监督，执行的效果如何，公众一
无所知，这种执行也让一些被执

行人有恃无恐，一些被执行人和
法院打起“游击战”，推诿扯皮，
对法院的催促敷衍搪塞，这些
行为不仅大大降低着执行效
率，也让一些被执行人心存侥
幸，进一步增加了执行的难度，
形成恶性循环。相比之下，网络
直播之下的执行，不仅将被执
行人暴露在公众面前，还让整
个执行过程清晰可见，对被执
行人来说，这种直播无疑构筑
了一张社会监督网络，使其不得
不履行法院判决。

如此“动真格”、“硬碰硬”的

执行，可以提升法律的威慑力，
对一些潜在的拒不履行法院判
决的被执行人，也能起到巨大的
警示和震慑效果。因此，网络直
播强制执行常态化，对于司法机
关开展工作是一个可选项，如
果这次互动活动取得良好效
果，还可以进一步推广。事实
上，这也是司法公开的一部分，
就像裁判文书上网、重大案件
庭审直播那样，有助于法治观
念的深入人心。

这些年发生的许多事件早
已证明，医患关系日渐恶化的
根源并非医疗水准或职业道德
下降，而是很多体制弊端带来
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让
身处矛盾最前沿的医护人员成
为牺牲品。对所有医护人员来
说，制度的保护才是最好的保
护，赞美之词只能让人一时愉
悦，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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