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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为隔离男子庆生，是对不安心灵的温柔治愈

　　3 月 1 日，内蒙古
呼和浩特。隔离男子生
日当天，收到酒店工作
人员送来的蛋糕和长寿
面，男子瞬间破防。酒
店工作人员王先生称，
蛋糕和面条都是厨房做
的，从接收隔离群众以
来，已经送出去 6、7 份，
大家收到以后都很开
心，商量着要给酒店送
锦旗。王先生表示，除
了隔离的群众以外，酒
店也会给防疫医护人员
免费赠送。（3 月 3 日 
极目新闻）
　　视频一经发布，就
得到了网友们的赞赏。

据报道，凡是入住该隔
离酒店并遇上生日的隔
离人员，都会收到酒店
送的生日蛋糕和长寿
面。酒店这般人性化、
温情化的行为，值得疯
狂点赞。
　　根据相关防疫政策
要求，酒店集中隔离的
时间一般为 14 天，并且
隔离期间的活动范围仅
限于隔离房间内。诚然，
服从安排进行隔离，既
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
也是对他人健康和社会
安全的负责。但也要看
到的是，长时间处于一
个封闭、陌生的环境中，

无法自由走动，人们或
多或少都会染上一些负
面情绪。并且，隔离一
般采用的是单人单间，
部分被隔离人员由于无
法及时向他人倾诉，可
能最终出现烦躁、抑郁
等一系列心理疾病。
　　通过网友上传的视
频，我们可以感受到被
隔离人员收到生日礼物
后的喜悦与激动之情。
确实，酒店送的只是简
简单单的一块蛋糕和一
碗面，但其中蕴含的是
温馨祝福，是对不安心
灵的温柔治愈，更是对
疫情早日结束的殷切期

盼。正如一位网友所评
论的：隔离病毒没有隔
离爱和关心。
　　如此暖心的行为，
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1 月份战疫期间，深圳
各区就开通了心理服务
热线，为广大市民缓解
心理焦虑；在防控重点
区域，更有相关人员入
驻微信群，为群众排忧
解难。同样，1 月西安
疫情期间，医护人员为
隔离的 85 岁的付奶奶
和 46 岁的牛阿姨送上热
气腾腾的长寿面，令寿
星忍不住感慨：“我们
一定能早日取得抗疫胜

利！”
　　小善举亦有大力
量。关爱能凝聚人心，
汇聚战疫的强大合力。
对这类暖心行为，我们
应不吝赞美。当然，其
他隔离酒店不必拘泥于
送生日礼物这一方式，
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和隔离人员需求，做出
适合自己的选择。只要
是从善意的角度出发，
都应该得到掌声与鲜
花。

█徐逸鹏

产假何以成为引发性别矛盾的“导火索”？
　　近日，一则“人大
代表建议适当延长男性
育儿假”的话题消息冲
上热搜。据了解，提出
该意见的全国人大代表
卢馨是暨南大学教授，
也是台盟广东省委会副
主席。她认为，“生育
仍是职场女性必须面临
的发展瓶颈之一，不仅
仅是延长产假就足够，
要多维度考虑，制定政
策配套措施，适当延长
男性育儿假就是一个行
之有效的办法。”之后，
据中国妇女报报道，又
一人大代表蒋胜男提出
“要警惕延长女性产假
可能带来的就业歧视”
这一观点。就同一问题，
两位代表分别从不同侧
面发表意见，这一现象
也值得我们关注。
　　从近年来的现实情
况来看，由于人口老龄
化加重，国家逐渐向鼓

励生育的方向引导，
2021 年 开放了“三孩”
生育政策，鼓励有条件
的夫妇生育三个孩子。
随后，不少单位纷纷响
应国家政策，推出“带
薪休假”“考虑在单位
内设立母婴室”等照顾
“职场妈妈”的措施。
尽管如此，由于男女性
别角色的自然差异，不
少女性在生育期和育儿
期都未能完全从家庭中
解放出来，难以得到社
会的理解和关照。特别
是在思想观念较为传统
保守的农村地区，绝大
部分女性不会考虑“职
场妈妈”这一选择，她
们会留在农村的家中看
小孩长到入学的年龄，
再继续外出打工，把小
孩留给爷爷奶奶抚养看
管。
　　如果说前期对于
“职场妈妈”的关照只

是初级的必要措施，那
么这次提到的“延长男
性育儿假”毫无疑问会
成为更进一步完善保障
妇女权益的利刃。在三
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女
性产假也有所延长，全
国各地规定的女性产假
约 128-190 天，主要省
市集中在 158 天。然而
与之对应的男性陪产假
只有 7-30 天，主要省市
集中在 15 天。和之前
相比，女性产假和男性
陪产假的差距进一步扩
大，这相当于不仅没有
给女性足够的优待，反
而强加给她们照顾孩子
的义务，和夫妻双方共
同抚养孩子存在矛盾关
系。
　　就社会分工而言，
女性可能不得不面对哺
乳等特殊事项，但这不
意味着所有涉及养育孩
子的事务都要由女性来

承担：育儿期孩子的养
育问题完全可以由夫妻
双方共同面对。孩子
的幼儿阶段不仅需要母
爱，也需要父爱。孩子
从小接受到来自父母双
方的爱，这将会对孩子
产生积极的影响效果，
如更加健全的人格、更
高抵抗风险的能力、更
富有活力等。
　　长期以来，由于“男
尊女卑”传统思想的影
响，男性的社会地位似
乎高于女性，前者更乐
于承担一些“看得见的”
劳动，而后者不得不担
负照顾家庭成员甚至从
事各种家务劳动的“责
任”，且劳动所得回报
前者远大于后者。之前
有媒体报道过的“部分
单位为了自身利益最大
化，公然歧视女性员工
的做法”在道义上也是
站不住脚的。女性有工

作的自由，不应该被生
育和家庭所束缚，因为
生育导致她们遭受工作
上的歧视，社会对此没
有真正的包容心态，那
么哪位女性还愿意结婚
和生育？
　　事实上，在劳动多
样化和性别教育平等的
今天，男女劳动社会分
工已无明显的分水岭，
作为家庭的重要组成单
位，没有必要划分得如
此“明白”。少些“甩
锅”，少些“推卸”，
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扶
持，才是一个家庭“育
儿”的正确思路。当前
正处于推进三孩政策的
实施期，需建立更加完
善的配套制度和设施。
如果大多数人都能认识
到这个事实，那么毫无
疑问，家庭社会将更加
和谐。

█顾梦丹

免责条款会让更多医师“放心施救”
　　2021 年 8 月 20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医师法》，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医师法共计 7 章 67 条，
其中明确医师自愿参与
公共场所救治予以免
责。对于需要紧急救治
的患者，医师只要秉承
“病人至上、生命至上”
的原则，均可以豁免因
抢救不力而造成受助人
损害的法律责任，鼓励
医生“放心救人”。（3
月 1 日 《河南商报》）
　　实际上，自愿救治
病人免则，也有类似法

律条款。《民法典》第
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
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
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一法律条款适用于普
通公众，但是对医师而
言，仍面临不少行动上
的顾虑。
　　由于医师情况特
殊，公众对这个群体的
期望值较高，在过去的
具体实践中，有不少医
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乃至
公共场所抢救患者时，
遇到了种种麻烦，尤其
是救治效果不佳时，甚
至反被患者家属起诉的
情形。

　　2016 年，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
一名援疆医生，在飞机
上救治癫痫发作的男乘
客，收获不少点赞。但
也有批评者认为他施救
的方法不对，对于患者
病情并无帮助，反而有
害；2017 年 9 月，辽宁
沈阳一名医生在药房买
药时遇猝死患者，施救
时导致患者肋骨骨折，
被患者家属起诉并要求
其赔偿……
　　基于此，《医师法》
专门制定法律条款，免
除其因在公共场所自愿
提供无偿医疗服务，造
成被救助人损害而产生

的民事责任，不仅切合
特定情形下医疗服务的
特质与医学规律，也符
合我国法治精神和基本
宗旨。将其上升为法律，
免除医师在公共场所紧
急情况下救助他人，而
可能产生的相关民事责
任，无疑将免除这个群
体不必要的顾虑，更有
利于弘扬医德医风，舒
缓医患矛盾。
　　目前，全国医师注
册人数将近 400 万人，
公众有理由相信，随着
免责条款的实施，这个
具备专业急救知识的庞
医疗群体，会有越来越
的医师挺身而出“放心

施救”，更多人的生命
将会得以挽救。
　　当然，除了免责外，
国家层面还应拿出更具
“货真价实”的制度性
安排，来鼓励医师在公
共场所施救。譬如，公
共场所施救的医师，不
妨纳入见义勇为的范
畴；再比如，参与救人
的医师，在职称评定上
优先考虑，获得加分奖
励等。通过系列激励制
度，来提高医师救人的
主观能动性。

█吴睿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