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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吸尿了不起，但没必要成为“行业标准”

□ 王继洋
“快！帮我拿个杯子来。”张

红说完，对着一根导管吸了起
来，导管另一头连着躺在飞机客
舱里的老人，张红正用嘴为老人
进行导尿急救，整个过程用时37
分钟，吸尿800毫升……11月19
日，发生在广州飞往纽约的南航
CZ399航班上的这一幕获得各
路网友点赞。据《新民晚报》报
道，回忆起当天晚上发生的事
情，张红说：“当时情况紧急，一
时也想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看
到疼痛难忍的老人，只想尽快帮
他引出膀胱内积存的尿液，只能

说是天职所在吧！”
用嘴吸尿，普通人无法想象，

但医生张红果断地做出了这一令
人无法想象的事。事后，张医生
只是平淡地表示这是“天职所
在”。在这起突发事件中，我们看
到了张红的非凡勇气——— 张医生
也是人，之所以果断用嘴吸尿救
人，是因为在其心里，病人的生命
高于一切。张红用自己舍己为人
的精神，诠释了医者的初心，让人
们看到了平凡中的伟大。

不过，对于张红所说的“天
职所在”，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
的争议。部分医疗从业者认为，
张红用嘴吸尿体现的是他本人
的善良和勇气，全社会不能以其
行为作为行业标准来要求医生，

“用嘴吸尿不是医生的天职，医

生没有责任和义务做这样的事
情。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么他
本人很了不起，但这不代表其他
医生也必须这么做”。

这样的观点，乍一看似乎有
些刺眼，但细细想来其实不无道
理。身为一名旅客，作为医生的
张红在老人发病时挺身而出，还
用嘴为老人吸尿37分钟，这样的
行为，即便是老人家属恐怕也很
难做到。所以，这样的行为已经
不属于医德范畴了，这是一种舍
己为人的精神。

面对病人，医生需要有人文
关怀，但他们也有自身不同的性
格，也需要自我保护——— 因为他
们也是普通人，在多数时候也需
要做到自我保护。其实此前也
有过医生，在火车或者飞机上对

他人施救，但因为器械等方面的
原因导致抢救失败，而最终沦为
被告的事件，虽然也曾引发舆论
争议，但医生的心理阴影也许会
相伴一生。

我们有理由为像张红这样
舍己为人的医生点赞，也期待能
有更多医生向张红学习，但没必
要以此绑架其他医生，把“这（用
嘴吸尿救人）才是医德，这才配
得上‘医生’二字”作为主流观
点。医生跟我们一样，也是普通
人。所以，面对张红医生用嘴吸
尿救人的新闻时，还是希望更多
人在感动之余，能明白这样一个
道理：我们在用嘴吸尿救人的医
生身上看到了非常罕见的高贵
品德，和他们是不是医生无关。

身为一名旅客，作为医生的张红在老人发病时挺身而出，用嘴为老人吸尿37分钟，这样的行为，即便是老人家属恐怕也很
难做到。所以，这样的行为已经不属于医德范畴了，这是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我们有理由为像张红这样舍己为人的医生点
赞，也期待能有更多医生向张红学习，但没必要以此绑架其他医生，把“这才是医德，这才配得上‘医生’二字”作为主流观点。

公开专家名单和调查过程，固然会让专家们暴露于舆论聚光灯之下，有可能给他们造成一定心理压力。但这并非坏
事，有舆论紧盯，不仅不会给专家们带来干扰，反而更容易营造阳光透明的环境，帮助排除干扰，防止权力和资本暗中施
压，保障专业性和独立性。而且通过媒体的介入，专家积极与舆论互动，就促使调查不再是蒙头进行，而是有的放矢地回
应社会关切，这也有助于树立调查的公信力。

□ 于平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大连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调查组赶
赴獐子岛进行实地调查，并就扇
贝死亡事件形成了专家结论。然
而，当地安排记者与专家分坐两
艘船，记者根本无法和专家进行
接触。当记者询问能否提供獐子
岛专家调查组名单时，相关负责
人直接予以拒绝，称“不方便”。

其实，类似的关注函，此前早
就发过，不过獐子岛似乎没怎么当
回事，一番敷衍总能轻松过关。然
而獐子岛扇贝死亡，事关金融市场
秩序和股民利益，自然不能任由獐
子岛方面自说自话。

因此，在舆论争议愈演愈烈
的语境下，大连当地政府作为监管
部门积极给予回应，组织专家展开
调查，是顺应人心之举，值得肯定。

然而，在强势介入之后，有
关部门不公开调查组名单，将记
者与专家“隔离”的操作却让人
摸不着头脑。

从当地政府的表态看，没有
公开专家名单，似乎是为了保障
调查不受干扰。大连市农业农
村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透露，组织该批专家时有些难
度，“好多人都不愿意当这个专
家，都有压力”。

类似的逻辑，在许多专家参
与的调查中并不鲜见，甚至专家
名单保密已成为一些政府部门
的惯例。

然而，仔细推敲，这样的逻辑
其实站不住脚。专家既然受聘参
与调查，手中就掌握了权威的信
息，他们的言论可能决定企业和
个人的命运。而专家的言论只有

建立在公正权威的信息基础之上
才能让人信服。如果连专家名单
都遮遮掩掩，所谓的权威自然就
无从说起了。

公开专家名单和调查过程，
固然会让专家们暴露于舆论聚
光灯之下，有可能给他们造成一
定心理压力。但这并非坏事，有
舆论紧盯，不仅不会给专家们带
来干扰，反而更容易营造阳光透
明的环境，帮助排除干扰，防止
权力和资本暗中施压，保障专业
性和独立性。而且通过媒体的
介入，专家积极与舆论互动，就
促使调查不再是蒙头进行，而是
有的放矢地回应社会关切，这也
有助于树立调查的公信力。

多年来，獐子岛扇贝“想死就
死、想跑就跑”，似乎谁都拿獐子
岛没办法。这与农林牧渔行业的

货物价值很难被准确衡量有很大
关系。例如一批虾苗、贝苗被投
放到海里，投放数量可以确定，但
没人知道能活下来多少。

因此，当地有关部门组织的
专家能否真正覆盖相关专业领
域；专家的专业程度能否胜任，
都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这倒
不是说民众对专家的能力不信
任，而是调查的难度无形中推高
了民众对专家权威性的期许。
而当地对此讳莫如深的态度，很
可能进一步加剧民众的疑虑。

解开獐子岛扇贝疑云，当然需
要监管部门强势介入，严肃彻查并
雷霆问责。但在此过程中，当地有
关部门不妨本着公开、透明的态
度，最大程度上进行信息公开才
能真正取信于民。

□ 苑广阔
据新华社报道，记

者近日在湖南一些城市
调查时发现，窨井盖沉
降、破损、缺失等问题仍
比较常见，有些井盖问
题还存在“无人问津”或

“久拖不决”的现象，影
响市容而且形成了安全
隐患。

前几天，武汉市一
名9岁多的男童走路时
不小心掉进路边一个没
有井盖的窨井，最终抢
救无效死亡。悲剧的发
生引发了全国网友的热
议，而这只是城市窨井
乱象的一个缩影。管好
窨井盖，严防城市窨井
沦为老百姓脚下的致命
陷阱，应该成为从政府
到社会都积极面对的一
个公共议题。

管好一个小小的窨
井盖，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很多。首先是改变

“多头管理、权责不明”
的弊端，明确权属从而
明确责任；其次是改变
监督和维护相脱节的问
题，街道社区等基层部
门只有责没有权，对负
有维护职责的部门没有
调度权、支配权，只能被
动地去催促；最后是需
要建立问题井盖处理的

“绿色通道”，充分利用
最新科技成果，建立“快
诉快处”机制。

目前，国内一些城
市通过治理能力、方式
创新，推动服务重心向
基层下移，把更多配套
资源下沉到街道社区，
在更好提供精准化、精
细化服务方面做了有益
尝试，井盖治理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

如成都市出台《成
都市检查井盖管理办
法》，建立井盖监管联席
会议制度、井盖监督中
心以及流程规范。要求
井盖权属单位应于接到
派遣3小时内进行应急
处置，否则由市井盖监
督中心代为进行临时应
急处置，消除安全隐患。
杭州市充分利用科技力
量推动问题解决，城管
部门通过数字城管系统
为每一块城市井盖都标
注了唯一的数字识别
码，实现了对问题井盖
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上述做法和经验表
明，只要完善疏通市民
投诉和反映问题的渠
道，限定窨井权属部门
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进行
处理，否则就依法严加
问责处罚，城市窨井盖
是可以不沦为致命陷
阱的。

严防城市窨井
成致命陷阱

网络社交游戏中，速成情侣宛若梦。
借钱拉黑成套路，男扮女装爱成空。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王继洋

专家名单不便公开？獐子岛调查不该讳莫如深

11月20日，杭州余杭警方通报一起网络诈骗案。小
伙小王在玩游戏时与一女网友相识，二人发展成了情侣
关系。之后，女网友就开始找理由向小王借钱，借钱后还
拉黑小王。最终，民警锁定了扮演女性诈骗的嫌疑人刘
某，刘某对自己诈骗的事实供认不讳。他表示自己取了
个女性的名字，头像换成网络下载的女孩图片后，就有男
子主动加他，他可以流畅地与男网友交流，包括通话，因
为自己可以变声成女性的声音。 据11月21日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