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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患者红包转成住院费，医者仁心暖人心

　　近日，在江苏盛泽
医院住院的患者徐阿
姨，突然收到一张 2000
元的住院费收据，家属
表示没有交过住院费。
原来，79 岁的徐阿姨患
病，手术前家属准备了
2000 元红包。主治医师
张传强多次拒绝无果便
暂为保管。下手术台的
第一时间，张医生把红
包转入了患者的住院账
户。（2 月 21 日 澎湃新
闻）
　　经了解，79 岁的
徐阿姨是因为腿部肿
胀、疼痛难忍，在家人
陪同下赶到盛泽医院就
诊的。经过医生检查确
认，徐阿姨患双侧下肢
深静脉血栓，更棘手的
是，她还患肺动脉栓塞。

“我们在进行深入检查
后发现，患者全身同时
存在多处血栓，最致命
的是肺动脉栓塞，病情
紧急，随时都有生命危
险”，盛泽医院普外科
副主任医师张传强说，
这种病引发猝死的概率
很大。张传强暂时保管
了红包，历经近 4 个小
时为徐阿婆做手术，患
者最终脱险，痊愈出院。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
天职，拒收红包也是恪
守医德的表现，如果收
了患者的红包，就是突
破了自己的底线，也是
对自己职业的侮辱。如
果硬是不收，又怕会引
起患者家属情绪的不
安。“手术在即，考虑
到家属心情，为了不让

他们担心，缓解他们焦
虑的情绪，我就先暂时
保管下这个红包。”主
治医师张传强为了顾及
病患家属的精神需求，
“机智巧妙”地婉拒红
包，让人感到暖心。“心
意领了，但这钱绝对不
能收，治病救人就是医
生的天职，不会因为一
个红包而改变，患者顺
利得到救治，我心里就
非常高兴。”张传强坦
言，自己只是物归原主
而已。
　　毕竟，人是感情动
物，尤其是在亲属罹患
病痛的时候，无论是希
望医生尽职尽心驱除病
痛，还是表示对医生辛
勤付出的感谢，为聊表
心意用传统的方式“红

纸为大”塞个红包也是
人之常情的事情。医生
为了不逾越“自己的底
线”而拒收红包值得点
赞，但一味铁面无私斩
钉切铁般拒绝又难免会
显得“难为情”。所以，
笔者觉得张传强的做法
还是处理得很巧妙的，
这样既成全了患者家属
的精神需求，也固守了
自己的底线。“救死扶
伤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只要病人和家属能充分
信任和理解我们，对我
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安
慰。”面对徐阿姨的感
激，张传强说，自己只
是做了一名医务人员该
做的。
　　把红包转成住院
费，医者仁心暖人心。

医者仁心，以医技普济
众生，世人称之，便有
悬壶济世之说，进而便
有病人尊重医生，体谅
医生的辛苦，积极配合
治疗，使医患关系越来
越向好，构建和谐医患
关系就能水到渠成。我
们乐见更多“白衣天使”
秉持病人如亲人的工作
态度，坚持＂仁心，仁
爱，仁术＂的信念，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更好地
为挽救危重症病人的生
命，发挥专业优势履职
尽责，全心全意守护人
民健康。

■游德福

给“离婚冷静期”再撒一把融合剂

　　近日从宿迁市民政
局了解到，自该市 2021
年 5 月探索建立离婚登
记“冷静期”调解制度，
明确将“冷静期”转化
为“调和期”以来，目
前共有 1719 对登记离婚
夫妻在“冷静期”内经
过调解，撤回离婚登记，
夫妻重归于好、破镜重
圆。（2 月 22 日《法治
日报》）
　　现在的年轻夫妻，
个性张扬，自我意识强
烈，很容易发生摩擦，
造成婚姻频危。一些年
轻夫妻闹离婚，其矛盾
并非不可调和，而是双

方一时执拗。有时候，
只要稍微冷静下来，看
似情感危机的死结就能
轻松地解开，婚姻之路
就能出现柳暗花明的转
机。
　　设置“离婚冷静期”
看似阻滞离婚，但却能
给闹离婚夫妻一个缓冲
区间。这段时间里，夫
妻双方可以认真考虑自
己的未来归属，也可以
反思这段婚姻是否真的
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
设置“离婚冷静期”，
契合了“劝和不劝分”
的传统婚姻理念，也确
实挽救了不少“冲动型

离婚”的家庭。
　　针对一些盲目离婚
的夫妇，宿迁市民政局
落实“离婚冷静期”更
有建设意义——他们联
合公安、妇联等部门，
建立起了离婚登记“冷
静期”调解制度。简而
言 之， 宿 迁 市 民 政 部
门并非简单地让申请离
婚登记的夫妻回家“冷
静”，而是联合公安、
妇联等部门，对处在“离
婚冷静期”的夫妇进行
调解。
　　首先，调解员先找
出闹离婚夫妻的症结在
哪？然后从法律、道德、

家庭责任、婚育成本等
多方面耐心劝解，帮夫
妻权衡离婚的利弊，从
根源上解决矛盾纠纷，
打消彼此离婚的念头。
当然，如果确实存在不
可协调的矛盾，比如一
方存在严重家暴，比如
双方离婚意念强烈等，
也不会强迫婚育延续。
　　 设 置“ 离 婚 冷 静
期”，让申请离婚登记
的夫妻回家反思、反省
一个月，这的确是好事。
不过，总让人感觉有被
动的疑问。宿迁市的“离
婚冷静期”调解机制，
则是主动出击，查找原

因，解开心结，帮夫妻
破镜重圆。从实际效果
看，这个机制也发挥了
积极的意义，该市离婚
率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冷静期”调解制
度是对“冷静期”的有
益补充，是给“离婚冷
静期”再撒一把融合剂，
展现了司法的善意和温
情。我们也期待地方民
政部门也能效仿跟进，
尽力挽救并无离婚必要
的家庭。

■黄齐超

应急厕纸需扫码关注才能拿，如此广告本末倒置

　　近日 ，上海莘庄市
民周先生反映，一处公
厕提供应急厕纸，市民
在取用时却需要经过扫
码、看广告、关注公众
号等一系列流程，给市
民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相关部门回应将着手改
善扫码后的出纸流程，
同时尽快完成镇域内所
有产品的升级。（2 月
13 日 中国新闻周刊）
　　应急厕纸的设置本
就是为了便民，如今倒
成为了广告满天飞的市
容“牛皮藓”样的存在。
试问民众在使用公厕时
还要通过几次程序跳转
才能拿到应急厕纸，其
“应急”二字该如何体
现？笔者以为，一方
面，应急厕纸作为公益

便民设施，投入回报较
低，允许有适当的广告
投入来增加营收。但广
告投入不能成为设施主
体内容，不能将海量的
广告资源一味地推荐给
大众，这恰恰忽视了大
众的真实需求。且扩大
品牌宣传的方式多种多
样，何必在应急时截人
一道，反而让人心生厌
烦，从而产生不好的品
牌宣传效果。
　　另一方面，其更
具迷惑大众的宣传点
在于，大部分人扫码时
会附带免费这一极具诱
惑力的条件，致使有需
求的民众点击多方不同
平台的程序进行操作。
如此一来，不仅没有便
民惠民，还将公众的个

人信息暴露在各个网络
平台之中。大众的个人
信息在一轮轮关注、授
权下成为明码标价的商
品，信息数据几经转卖，
骚扰电话、电信诈骗的
概率也将随之提升。若
无有关部门严加审查和
监督，其直接威胁的就
是公众的个人利益和财
产安全。因此，这种因
为在公厕扫码领取应急
厕纸而可能产生的隐
患，理应引起重视。
　　而这样的公众便民
设施需要扫码的事件，
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在少
数。其待需解决的问题
和隐患也十分明显：因
程序繁琐而没有做到真
正便民，还有暴露公民
个人隐私安全的风险；

以免费诱导公众进行
更深一步的操作行为，
也涉及一定的“诈骗”
性质；且这样的公众服
务设施多为第三方公司
负责，如果民众遭遇了
财产损失和个人隐私泄
露，维权并不容易。
　　针对以上问题，笔
者以为，相关部门要深
入调查，更不能任由第
三方公司在其资本化、
商业化运作上，对民众
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
此外，还要持续跟进相
关项目的升级，持续
排查这类广告可能存在
的信息泄露风险。对于
广告的筛选和投放，要
谨小慎微，杜绝歪、邪
广告的不良影响。尤其
对于部分老年人和青少

年群体，更要加强网络
安全教育，这部分群体
对于网络的警觉性都较
低，如果在使用相关设
备时没有及时发现隐患
可能造成财产损失。
　　不能急人之所需，
那么投放再多的便民设
施也只是零。只有从公
众实际需求出发，应民
众之所想，才能做出有
温度有关怀的产品。跳
过公众这一关键环节，
不能生产出让人民满意
的产品，最终难免会被
淘汰，这是所有这类产
业应该反思和自省的关
键。

■邓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