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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诊效果堪忧，好经也要防止被念歪

　　据 12 月 1 日《中国
青年报》报道，一张口
腔内溃疡滋生的照片，
拿给 3 个网络问诊平台
上的若干名医生问诊，
却得到了不同的诊断结
果。这样的故事，不是
天方夜谭，而是真实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
不少人都表示，有过类
似的经历。特别是受疫
情影响，线下购药场景
受限，很多患者就把问
诊需求转移到网上。这
本该是项便民举措，却
催生出很多意想不到的
问题来。
　　大体归纳，这一现
象的症结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一是，医生仅
凭看照片得出结论，导
致诊断错误，小病久治
不愈。正如报道中所提
及的口腔溃疡，这一小
病本可以在合理用药的
情况下，及时地得到治
疗直至痊愈。但因为网
上问诊，医生看到的只
是冰山一角，没有全面
地观察到病症表现，致
使患者接收到回复各不
相同。难以确定该买什
么药，一拖再拖，从而
导致了小病花费了几个
月才有好转的迹象。这
就对医生的医术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需要医生
问得再细一些。平台也

可以设定联合问诊的机
制，从业经验多的医生
搭配从业经验少的医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诊断结果的精确性。
　　二是由于平台监管
力度不足，没有任何医
疗知识的人都可以给患
者开药治病。据记者所
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人
根本没有过诊疗经历，
却可以轻松地通过平台
认证。这就需要平台加
强核实力度，对医生进
行资质审查，与其从业
医院进行沟通联系，以
防“披着羊皮的狼”混
入医生队伍当中。
　　三是大众辨别真伪

能力较弱，被“假医生”
欺骗了。看到评论区里
的称赞，看到证件齐全
的展示，看到详尽的从
业经历介绍，有些人就
会轻易相信了这些伪装。
那么，该如何识破这些
虚假信息呢？首先，平
台要及时清理数据，提
高权威性，避免刷评现
象出现，误导用户。其次，
大众要提高防骗意识，
对信息进行仔细甄别，
利用网络进入医院官网
对医生信息进行二次确
认。
　　网络问诊行业应当
警钟长鸣，将解决问题
的方针政策早日提上日

程安排。因为一旦出现
差错，不仅有损于医生
的职业形象，恶化医患
关系，更有可能对患者
的生命健康造成难以挽
回的伤害。网络问诊效
果堪忧，好经也要防止
被念歪。线上服务平台
开设的初衷，在于使百
姓足不出户地解决代办
的事项。不管是在医疗
领域还是证件办理等业
务方面，责任单位都不
能在搭建好平台后就做
了甩手掌柜，而是要继
续跟进，完善后续的管
理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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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恐艾”，点亮“红丝带”

　　第 33 个世界艾滋病
日，人们眼光聚焦到艾
滋病话题上，“红丝带”
在朋友圈刷屏，纷纷送
上对艾滋病患者的祝福
与良愿，祈祷健康与安
宁。
　　可以说，艾滋病毒
是全人类的敌人。即便
是医疗科技发达的今天，
人类始终没有办法治愈
艾滋病，这也是科学技
术探索和深耕的空白区。
“红丝带”蕴含希望与
火热，寄托了对生命健
康、病毒消弭的期盼。

所见，在抗艾滋病道路
上，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谁都不能成为独立的孤
岛，尤其在人与人之间
日益交往密切联系的今
天，每一种可传染性病
毒的出现，都会对集体
生命安全带来威胁，唯
有选择面对、共同抵御，
才能携手赢得健康与安
宁。
　　现实生活中，不乏
因艾滋病相关知识宣传
不到位，加上艾滋病传
播主导因素是性传播为
主，给艾滋病蒙上了无

形的面纱，也成为部分
人想象与传讹的“基点”，
让艾滋病“妖魔化”在
不少人心中发酵，滋生
“恐艾”“畏艾”、谈
艾色变的不当心态。事
实上，正因存在如此客
观问题，导致歧视艾滋
病患者等现象出现，让
“红丝带”失去了不少
光泽。
　　众所周知，艾滋病
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之
处，别名称“获得性免
疫缺陷综合征”，并不
会造成任何疾病，而在

于对人体免疫力的破坏，
令感染者逐渐丧失对各
种疾病的抵抗能力，增
加患上各种机会性感染
和机会性肿瘤。尽管艾
滋病尚无有效疫苗和治
愈药物，不可被治愈。
但是依照现今的医疗技
术，病患在早期能够在
医生指导下，可通过抗
逆转录病毒药物等控制
病情，延长生存时间、
改善生活质量。所见，
科学为艾滋病患者打开
了一扇窗，但让温暖和
阳光照进心灵，须人情

关怀打破“恐艾”的壁垒。
　　生命至上，尊严乃
馨。“红丝带”的红色，
代表了火焰和炽热，象
征了生命之希望、生活
之阳光，是对每一名艾
滋病患者的鼓励与激励，
是对研发疫苗、抵御病
毒等一切同艾滋病毒作
战者的礼赞与敬畏。社
会要关爱艾滋病患者、
关心每个被病毒感染者，
让大爱在人间徜徉，让
温暖成为社会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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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不能脱离舆论搞修缮

　　前不久，某自媒体
发表一组图片，曝光河
北衡水安济桥修缮“铺
设水泥砖”，引发关注，
大家几乎一边倒地质疑
“怎么能这样干？”记
者采访了解到，“铺设
水泥砖”属于主观臆测。
（11 月 30 日 《新华每
日电讯》）
　　网友质疑的主要方
向为“为古桥铺设水泥
砖”属于“破坏式维修
文物”。对此，官方相
关负责人表示：“引发
网友质疑的，是安济桥
中孔部分的修缮。根据
史料记载，这部分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被侵华
日军炸毁，现存的中孔
以上部分为新中国成立

后重建，此次修缮的是
重建部分，不属于破坏
文物。”
　　翻新重建的部分，
并非破坏原有的部分，
从逻辑上看并没有错。
网友们的质疑似乎是“一
场美丽的误会”。倘若
维修工作真正能做到“修
旧如旧”，甚至“修新
如旧”，相信能得到更
多的理解。只不过，因
文物修缮工作陷入舆论
危机，多多少少也给相
关机构带来了一定的压
力。文物保护工作该如
何做到“舆论与修复”
并行，值得深思。
　　近年来，总一些文
物修缮过程中的部分举
措，被网友质疑为“破

坏性保护”。可实际上，
纵观历史进程，公众认
识中许多的“古物”并
非完全由古延续至今，
“修新”可以说是常态。
而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
系统工程，并非所有的
细节都能说得清，且说
得好，能得到广大民众
的认可与了解，误会在
所难免。
　　进一步看“修旧如
旧”是许多人所理解的
文物保护思路，却并非
唯一的思路。法国建筑
学家维欧勒·勒·杜克
曾提出“修旧如初”，
英国的约翰·拉斯金则
提出的“修旧如现”。
不同风格和目标的修复
思维甚至需要修改原有

的文物景观，在一些热
心民众眼中难免成了“破
坏性修复”，“特修斯
之船”的悖论由此凸显。
　　关注文物保护工作
的热心是好的，可舆论
的伤害也是明显的。当
盲目质疑的声音越来越
大，引发冲突的可能也
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
科学的文物保护工作被
耽误，这与文物保护的
初衷恐怕相悖。适当的
质疑应当有，可不能超
脱理性的界限，说白了
就是“不要拿你的业余
爱好 , 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能力”。
　　反过来看，站在文
物保护工作者的角度，
从事文物修复工作时，

还是应当建立舆论危机
的应对机制。预想可能
遭遇的质疑，提前澄清。
通过科学、浅显、公开
的说明，化解民众误会。
并吸引一部分热心民众、
历史学家、公众人物参
与到文物修复和宣传工
作当中，让保护的声音
更大，让误会的空间更
小。
　　文保工作与舆论关
注并不冲突，如果安济
桥的修缮工作合乎科学、
合乎法规，还是希望有
关部门能及时澄清，化
解舆论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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