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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7月14日晚上9点多，山西文水县的武先生将
外婆送到县人民医院，经过检查后，老人被送往了
心内科的重症监护病房内进行治疗。随后，老人被
下达病危通知书，曾4次叫人来抢救，医护人员却
忙着拍集体照，表示等拍完照再治，前后耽搁了20
分钟，结果老人死亡。对此，文水县人民医院办公
室主任解释：因为当时医院要给心内科做宣传册，
所以需要照一个集体照。目前，涉事心内科主任已
被停职，至于是否有失职，有待核实。（7 月 22 日 观
察者网）

抢救生命，分秒必争。家属求救 4 次，耽误 20 分
钟之后，主治医师方才姗姗来迟，如此懈怠、甚至
堪称灾难的职业表现，难怪会令患者家属勃然大

怒。当然了，“老人死亡”与“医生忙拍照拖延治疗”
是否有关，尚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论。可是，专业
判断是一回事，情感判断则是另一回事。仅就此事
的来龙去脉以及现场流出的视频来看，公众自然
而然就会认定，涉事医生漠视生命、严重渎职。“停
职”的阶段性处理结果，同样体现了这一“共识”。

医院的特殊性决定了，随时都可能发生紧急情
况，这就要求时刻有人在岗待命。在此事中，该院心
内科所有医护人员，居然在同一时间离开病房去拍
合照，这本身就是有违业务规范、极其业余的无脑
操作。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在病人情况急转直下、家
属多次求救催促之后，涉事医生依旧不紧不慢、不
管不顾地继续忙于拍照。如此离奇反常的举动，到
底是托大误判，还是“视生命如草芥”的冷血？

相较于涉事医生的麻木不仁，该院针对此事轻
描淡写的回应，同样让人气愤。“凑巧发生了这件事
情”“实实在在地说，不是因为照相造成的死亡”，此
番说法的弦外之音无非是，“有此结果，纯粹巧合，
纯属倒霉”。很显然，这家医院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
犯下的一连串“不可饶恕的错误”。比如说，没有完
善的、纪律性的医师应急排班，没有贯彻“生命至
上”的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观。

对于一所现代医疗机构意义，关于“急救”本应
有着一套标准化的应对程序才是。作为医生，理应
无条件第一时间投入抢救，这既是常识也是最底线
的要求。先拍照后抢救，在此事中，医院、医生纪律
性、专业性的双重缺失，可谓触目惊心。如此，患者
又怎能安心把生命托付？ 然玉

拍合照耽误救治？“凑巧”背后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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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患上精神分裂症，拿刀砍自己
记者从院方了解到，这位教授的经历堪比中国版

的《美丽心灵》（该片上映于 2001 年，讲述了患有精神
分裂症的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在博弈论和微分
几何学领域潜心研究，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故
事）。他在21年间多次发病，住院超过5次。

不发病时，他深受校内师生爱戴，工作上建树颇
丰。但发病时，他出现了幻觉和被害妄想，无法工作，
本人饱受折磨，家人也苦不堪言。

两年前一次发病，他出现了命令性幻听，在此驱
使下，他拿刀砍向了自己的左腿，虽然得以保肢但留
下了残疾。不久后转到了宁波市康宁医院，经过两个
月治疗，病情好转后出院。

前不久他再度发病，这次他试图挖出自己的眼
球，所幸被家人制止，再次送到了宁波市康宁医院。

接诊的是该院精神分裂特色专科病区主任刘灵
江医生。刘医生将他收治入院。一个月后，教授的病情
日趋稳定。期间，除了药物的调整治疗外，刘医生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心理康复、疾病科普和宣教
上，帮助教授了解什么是精神分裂症，哪些症状可能
是发病的先兆，还帮助他识别药物的不良反应，给予
个性化的康复指导，并指导了社交技能。

近期，教授出院了。他谈吐有礼，思维清晰，与入
院时判若两人。随访时，他告诉刘医生，自己在家养病
的同时还在翻译国外一部名著，有时还会写写诗。

自行减药或停药，易引起复发
教授一次又一次严重的发作，都与其自行减药或

停药有关。
据不完全统计，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首次发作的

患者，停药次年复发的概率高达80%，多次发作的患
者，停药次年复发的概率接近100%。

部分多次复发的患者会出现慢性退缩，其社会功
能和生理功能均会下降，如果没有及时得到医疗干
预，最终就可能退缩得像个原始人一样。

教授停药的理由都是“我没病，不用吃药，药有副
作用”。

没病的人会对自己下如此狠手？家人并不理解教
授会认定自己“没病”。刘医生却很理解：“精神分裂症
患者出现的幻觉对其来说是非常真实的，他们的反应
也正是在特定幻觉妄想情形下产生的必然或者说相
对正确反应。”

刘医生提到几种情形：遭遇追杀，被追杀的人是
不是会没命地跑，哪怕鞋子掉了脚也破皮流血了？家
里有“陷阱”，当事人是不是就会不回去，哪怕因此露
宿街头？“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的反
应并无不妥。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那些是幻觉或是妄
想，如临其境、信以为真。”刘医生说。

精神分裂症的药物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如
坐立不安、流涎、手震颤、人僵硬等。但这些副作用医
生都有办法减轻或消除。

因此，防止停药的关键在于提高患者的自知力，

加强对疾病和药物的认知。为此，刘医生和科室里其
他医生一起经常给患者和家属“上课”，帮助他们成为
自己的“半个医生”。

“接下来，我们将运用我院开发的精卫信息平台，
结合地方精神卫生防治实际，团结各社区精防医生，
进一步做好出院患者的随访，开展更多的康复服务，
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刘灵江医生表示。

●延伸阅读

精神分裂症亚专科
为康宁医院临床特色专科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但病因未明的精神病，该
病多起病于青壮年，病程迁延，有较明显的反复发作
和慢性化的趋势，是各精神病专科医院最重要、收治
病人数最多的一个病种。该病会对家庭生活造成了极
大的危害，同时也会对社会和医疗体系造成较大压
力，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宁波市康宁医院精神分裂症亚专科是该院院级
临床特色专科之一，主攻方向为精神分裂症的病因
学、治疗学研究及其社区治疗与服务模式的建立与深
化。

精神分裂症亚专科由副院长吴向平主任医师担任
学科带头人，学科拥有专业技术人员30余名，由医生、
护士、康复师、心理师、医技人员等组成，分临床组、医
技组、护理组、预防及康复组、科研组等技术团队。

精神分裂症的预防、诊治、护理、康复涉及医疗机
构、社区以及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关爱
与支持，宁波市康宁医院作为宁波市精神卫生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以及宁波市首家三级甲等精神病专科医
院，承担着全市重性精神疾病的预防、诊治、康复等指
导任务，近年来已开展精神分裂症的基础、临床、康
复、护理、药学、电生理、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发表多篇
SCI论文，获得很好的社会影响。

教授患上精神分裂症，拿刀砍自己
在宁波市康宁医院精神分裂症特色专科，类似的高危患者每年都有几十例

一刀砍向自己的左腿，又差点挖出自己的
眼球，这不是恐怖小说里的桥段，而是发生在
我市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真事。这名患
者发病前还是一位高校教授。

在宁波市康宁医院精神分裂症特色专科，
类似的高危患者每年都有几十例。所幸，经过
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大部分人得以康复。

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曾蔚

在山东沿海某县级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窗口
工作人员跑着去厕所的场景并不鲜见。该行政审批
服务局负责人解释：“现在窗口工作人员只有3分钟

‘上厕所时间’，有的要跑着去。”(7 月 22 日《大众日
报》)

窗口工作人员只有 3 分钟的“上厕所时间”，这
让窗口工作人员上厕所都需要跑着去，这样严苛的

“空岗时间”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制定这样的规定，
也是出于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需要，这样的初衷值
得肯定。毕竟窗口工作人员直接为群众提供公共服
务，他们自身就是政府部门的“窗口”与形象。

虽初衷良善，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涉
嫌侵犯了窗口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规定“3分钟上
厕所时间”，太不合常理。人有三急，上厕所时间限
定在 3 分钟，显然太过严苛，有失人性化。窗口工作
人员自然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但这要在
保障他们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政府部门的窗口工作
人员也是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权益也应受到合法保

护，就算是为了公共利益、民众利益，也不能以牺牲
个体的合法权益为代价。

怕“空岗时间”太久，影响了正常工作，让办事
群众等待时间太长，这样的担忧并不是多虑。但要
防范“空岗时间”太久，需要制订更为合理的防范措
施，要能兼顾到工作人员与办事群众的正当权益。

据了解，当地行政审批服务大厅事务繁忙，业
务量激增，但工作人员却待遇低，这导致人员紧张。
可能正因如此，才制订了“3分钟上厕所时间”，但这
样无异于饮鸩止渴。用“3分钟上厕所时间”等“无情
措施”来提升业务办理效率，只会更加挫伤工作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让窗口工作陷入一种恶性循
环：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事务越来越繁忙，服务质
量也就更难得到良好保障。

所以，要提高服务效率，更好服务于民，显然就
不能出这样的“蠢招”。正确的做法是合理提高工作
人员待遇，加强业务培训，要让这些工作岗位能够
招得来人、留得住人。这样才能切实提升服务质量，
才能真正惠及广大民众。 戴先任

“3分钟跑步上厕所”是矫枉过正

漫画 闵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