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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医患纠纷需标本兼治

　　《北京市医院安全
秩序管理规定》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近日，
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
卫健委通报了法规实施
一年以来的成效。据介
绍，北京市三级医院已
实现安检全覆盖，262
家医院安装了“一键报
警”装置，86 家医院配
备了人脸识别系统。（7
月 16 日 央广网）
　　毫无疑问，此举真
正将医院安全保护落实
到了实处，值得赞扬。
近年来，医患矛盾冲突
不断，医患关系日趋紧
张。在医院当众打、砸、
围攻医生的场面时有发

生，严重的医闹甚至会
“你死我活”，危害双
方的生命安全。北京多
家医院实现一键报警，
配备人脸识别系统，无
疑是给医患纠纷打了一
剂“镇静剂”，给医生
诊疗，患者就医提供了
一层“保护伞”。不过，
健全警卫机制是基本保
障，也是最低要求。从
根本上遏制医患纠纷，
还需重建医患信任关
系。
　　早在 2015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九）》正式施行，
医闹就已正式入刑，其
中规定：“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情节严重，致
使工作、生产、营业和
教学、科研、医疗无法
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
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尽管法律明确，
恶性医闹现象依旧屡禁
不止，种种案件以“血”
的代价告诉我们：遏制
医患纠纷，还需从医患
信任的根本出发。
　　医患信任，离不开
医生和患者的共同努
力。面对病人及其家属，
医生要多一些耐心。病

患遭遇疾病困扰，难免
身心受挫，精神慌张，
医生作为专业人士，悉
心做好诊疗工作，耐
心告知病情，更要确保
医患之间信息对称，才
能有效防止病患情急之
下“犯糊涂”，酿成医
闹事故。面对医生，患
者和家属也要多一些尊
重。听候医生诊疗，配
合医生工作是病患的首
要任务，除此之外，更
要学会提高自身素质，
尊重医学、尊重医生，
莫以情绪度人，莫以情
绪害人。
　　医患信任，更需医
疗体制改革发力。复旦

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副
所长章滨云曾表示，医
疗纠纷从宏观层面看是
体制问题，反映的是优
质医疗资源缺乏和医疗
保险和保障水平不高
的问题。而每一件具体
的医患纠纷案件，便是
宏观体制问题的微观呈
现。改革医疗体制，为
医生提供更好的工作环
境，为病患提供更便利、
实惠的就医条件，是构
建医生与患者良好的信
任关系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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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溅人一身水”，被处罚一点不冤

　　下雨的时候最怕什
么？怕没带伞，被淋成
落汤鸡；怕穿新鞋，白
鞋秒变黑鞋；怕迟大到，
全勤奖也泡汤……更怕
的是被行驶而过的车溅
一身水！下雨天有些人
开车溅人一身水是不
文明行为，同样也是违
法行为。你还别不信，
近日多地就有司机被处
罚。（7 月 20 日 《齐鲁
晚报》）
　　下雨天，行人在路
边被快速行驶的车辆溅
了一身水，是司空见惯
的现象。此不文明行
为，通常被认为是司机
的“恶作剧”，而遭殃
的行人除了骂两句泄愤
外，大都自认倒霉。然
而，近日多地就有司机

因此被处罚，警示和提
醒广大司机，“开车溅
人一身水”属于一种违
法行为，应当予以杜绝；
行人也可以对此违法行
为进行投诉，让违法者
受惩罚，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进入雷雨季节后，
类似“开车溅人一身水”
现象频频发生。多地有
不少司机也因此收到了
罚单，如在四川绵阳，
一男子站在路边等车，
一辆白色 SUV 驶过时溅
起积水，男子湿了一身。
随后，该男子向交警部
门举报。查看监控后，
交警部门认为，肇事车
驾驶人行为违法。最终，
司机被罚 200 元。苏州
昆山一男子在等待红绿

灯时，被一辆飞驰而过
的汽车溅了一身水，男
子立即拨打 110 报警。
涉事司机因涉及两个交
通违法行为，分别被处
以 50 元罚款。
　　“开车溅人一身水
是违法行为”这个话题，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可
见其关注度之高。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
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或者
漫水桥时，应当停车察
明水情，确认安全后，
低速通过。但是，一部
分司机在下雨天遇到积
水路面时，根本就不会
减速，不管有意还是无
意，造成的后果都是溅
了行人一身水。这种不
文明行为，与交通法规

相违背，显然是违法行
为。因此，多地有司机
“开车溅人一身水”被
处罚，与法有据，一点
都不冤枉。
　　其实，“开车溅人
一身水”，与车速有很
大的关系。经测试，雨
天行车经过漫水路段，
车速 10 至 20 公里 / 小
时，对行人影响不大；
车速 30 公里 / 小时左
右，膝盖以下被溅湿；
车速40公里/小时左右，
水花溅起 1 米多高。如
何杜绝“开车溅人一身
水”的违法行为呢？一
方面，广大司机要严格
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
低速通过漫水路段，既
不会溅行人一身水，也
避免违法遭受不必要的

处罚；另一方面，面对
司机“开车溅人一身水”
的行为，行人要敢于投
诉、举报，让任性司机
受到应有惩罚，使他们
最终得不偿失，从而倒
逼他们文明、安全驾驶。
　　“万水千山总是情，
不要溅我行不行？”网
友的调侃，就是一种期
待。是该和“开车溅人
一身水”现象说再见的
时候了，惩罚与防范并
举，要让行人在雨天不
再唯恐躲避车辆不及，
没有被过往车辆溅一身
水的担忧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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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伴娘被绑电线杆，如此婚闹还是别闹了

　　近日，四川泸州一
对新人喜结良缘，举办
婚礼。婚礼当天，新郎
刚下婚车，就被朋友们
用胶带一圈一圈地和三
个伴娘绑在电线杆上整
蛊，周围人还拿着树枝
不时地往新郎身上抽
去。新郎感觉既尴尬又
疼痛，尽管如此，他仍
然希望这个习俗能够继
续延续下去。这场婚闹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
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婚
闹不合适、恶俗。
　　婚闹其实由来已
久，是中国的传统婚
姻习俗。古时，人们常
常是盲婚哑嫁，新郎新
娘在结婚前交流很少，

有的甚至是素未谋面。
因此需要通过婚闹的方
式，让新郎新娘打破尴
尬的气氛而熟络起来。
后来这种活动被人们逐
渐保留下来。
　　举办婚礼可以说是
人生中最重要、最让人
记忆深刻的事情之一，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
子，大家应该过得开开
心心。为了增添婚礼的
喜庆氛围，有些地方会
进行婚闹活动。可是这
样把新郎和伴娘绑在电
线杆上，并且还辅以枝
条抽打的婚闹成何体统
呢？更可气的是，作为
被整蛊的新郎，却也没
有认识到这种婚闹的低

俗，反而还希望其延续
下去。笔者认为，婚闹
并非不可，但需与时俱
进，必须对低俗婚闹说
不。
　　低俗婚闹活动会对
当事人造成身体、心理
上的双重伤害。近几年
各种低俗婚闹的新闻纷
纷进入公众的眼帘，例
如一个充当好朋友伴娘
的 16 岁女孩，被几名
“闹洞房”的男子脱光
进行猥亵，一度走向轻
生；山东潍坊一新郎结
婚时被朋友用灭火器喷
射；还有往新郎新娘身
上砸烟火爆竹的。尽管
很多时候人们进行低俗
婚闹的目的，是为了增

添婚礼的喜庆氛围，让
大家高兴高兴。但是所
采取的手段不仅会让当
事人觉得尴尬丢脸，还
可能侵犯当事人的人身
权利，造成难以解决的
心理问题，甚至是危害
生命健康。
　　低俗婚闹还败坏了
良好的社会风尚。用胶
带捆、强行搂抱新娘、
强行扒衣服、往身上涂
抹泼洒异物、拴着赤裸
着上身的新郎父亲游街
等等，低俗婚闹中出现
的手段层出不穷，一些
手段之低俗实在是让公
众大跌眼镜。低俗婚闹
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
是低俗，更是一些人精

神和意识上的落后和野
蛮。如果让这种婚闹作
为一种社会或者地方习
俗延续闹下去，既是对
社会公序良俗的冲击，
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蔑视。
　　婚闹作为一种传统
婚俗，应当与时俱进。
低俗的婚闹伤风败俗，
影响个人也影响社会。
希望大家自觉抵制低俗
婚闹，就让它消散在历
史的长河里，让 21 世纪
的新人们收获一个喜庆
又文明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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