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您提个醒

������手脚动个不停， 即使坐着也
要扭来扭去， 8 岁男孩宁宁日前被
医院查出患有抽动症。

宁宁是武昌一所小学的学生，
他上课时总是坐立不安、 心不在
焉， 还爱与同学发生冲突。 班主
任无奈， 特意安排他坐到第一排。
近半个月 ， 宁宁越来越不对劲 ，
一讲话就扭脖子， 手脚都随着摆
动， 还总是挤眉弄眼。 这下妈妈
害怕了， 带他到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儿童心理门诊。

范静怡教授看到孩子频繁眨
眼、 皱眉， 还扭脖子耸肩、 甩胳膊，
诊断孩子是抽动症。 “家里经常有
人吵架吗？” 范静怡问。 宁宁妈叹了
口气点点头， 她说， 由于大人吵架，

心情不好， 对孩子的语气也不好。
据了解， 3 岁到 12 岁的儿童

是抽动症的高发期， 由于发病初
期就像是调皮捣蛋， 容易贻误病
情。 “家庭氛围不好容易导致孩
子这种心理问题。” 范静怡说， 很
多抽动症的孩子和父母吵架有很
大关系。 抽动症的奇怪行为， 容
易让孩子被同龄人奚落， 产生自
卑等， 甚至出现仇视心理， 容易
走上犯罪道路。 由于抽动症与长
期紧张、 焦虑有关， 所以家长不
要总是责怪孩子， 应给孩子一个
放松的环境。 孩子犯错误时， 要
细心开导， 以保证孩子的情绪稳
定性， 有助病情恢复。
（武汉晚报， 1.11， 胡方园、 陈茜 /文）

������1 月 13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个返乡农民工企业计生
协会———凤凰县边城门业计划生育协会在凤凰县城成立。 该计生
协会长滕召华表示， 今后将在搞好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 做好协
会各项工作， 为育龄群众和计生家庭做好服务。 图为授牌仪式。

通讯员 龙向阳 摄影报道

■医改动态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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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故事

����� “如果主刀医生没把我哥的
手术做好， 明年今天就是他的祭
日。” 1 月 6 日， 这样一则 “杀
医声明” 迅速在网上传开。 网上
的定位显示， 发布者位于四川泸
州西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城
北新院。 当晚这则声明在网上发
出后， 迅速被截图上传至微博。
发布者随后表示 ， 声明发到网
上 ， “只是希望得到亲友的关
注， 并且对他哥手术后多些关心
和鼓励， 并无他意。”

紧闭的手术室大门， 门内争
分夺秒， 门外 “磨刀霍霍” ———
这则 “杀医声明” 引发了很大的
关注。 有人认为， 这只是玩笑话，
没有必要过分当真。 对这一观点
笔者不敢苟同， 网友对这一声明
的关注乃至谴责并不过分。

从消息中看到， 发布者随后
对这则声明表达了道歉， 并且希
望大家理性对待这个 “玩笑 ”，

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在情感上， 笔
者倾向于相信这是一个 “玩笑”，
道歉也有可能是真心的。 只是， 即
便是 “玩笑” 就可以随便开吗？ 任
何一个社会， 任何一个行业， 都有
底线存在， 在底线问题上， 是不可
以随便开玩笑的。

有什么样的道德想象就有什么
样的道德现实。 毋庸置疑， 当前医
患关系有夸大甚至有偏听偏信的一
面， 真实的医患关系， 未必是舆论
场形容的那样紧张。 在我们身边永
远都存在 “好医生”， 他们以自己
的医德和医技诠释了什么叫 “医者
仁心”。 真要走进一家医院， 也会
发现， 大量存在的还是医患互信，
甚至还有很多的医患相互感动。 同
样， 这则 “杀医声明” 就目前来
看， 也只是 “说说而已”。

然而， 从现实来看， 很多医患
关系的恶化， 乃至成为公共事件，
往往就是由于一方不负责任引起

的。 不客气地讲 ， 这则 “杀医声
明” 是在挑事， 是在给当前的医患
关系添堵。 如果放任这则 “杀医声
明 ” ， 很有可能出现更多的 “挑
事”， 这对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有
害无利。 对于不负责任的 “挑事”，
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公众舆论给
予适当的谴责也是应该的。

和谐的医患关系不会自动来
到， 也不会轻易来到 。 就当前来
看， 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很多， 有
一些 “险点” 还难以排除。 这就更
需要我们达成基本共识， 树立底线
意识。 这其中， 要有对医疗人员的
尊重， 要有就事论事地分析问题，
也不能容忍任何对医患关系的威
胁。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 舆论对
“杀医声明” 的关注并不过分。 希
望这种关注， 能够传递出明确信
号， 倒逼所有人珍惜医患和谐， 维
护医患关系。

（北京青年报， 1.10， 乔杉 /文）

������长者照护之家， 是近年来
上海推行的一种新型社区养老
机构： 有 “全托”， 有 “日托”；
可以在此读书 、 下棋 、 吃午
饭、 理发、 洗澡……它 “嵌”
进社区， 老人可实现不离社区
养老， 子女能随时探望。

80 岁的商阿婆 ， 近日正
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长者综
合照护家园接受日间照护服
务， 相比一个人在家， 她在这
里的生活变得丰富了。 “这里
的游乐活动很多， 各种设施都
很方便， 感觉舒畅。” 67 岁的
郑志梅老人因为骨折， 手术后
来此康复居住。 “我爱人走了
好几年， 出院后， 女儿不放心
我一个人在家， 就参加了 1 个
月的短托项目。”

据悉， 照护家园内设有日
间照护中心和长者照护之家。
前者为轻、 中度失能失智老人
提供生活照护、 康复训练、 康
乐活动 、 精神慰藉等日间服
务； 后者为中、 重度失能老人
提供 24 小时中短期托养服务。
园内还设有家庭照护增能坊
等， 可向有需求的家庭提供辅
助用具租赁及指导等服务。

养老不离 “家”， 亲情不
隔断。 住养在照护之家的老人
就像 “全托” 的孩子一样， 每
周回家一天。 目前上海市已有
73 家， 到 2017 年底， 将实现
中心城区和郊区城市化地区街
镇全覆盖。

（新华社， 1.16，
吴振东、 郭敬丹 /文）

“嵌入式养老院”

����� “喉咙痛” 这个症状， 大多数人
都很自然地将其跟感冒联系到一起。
江苏省镇江 75 岁的张老， 出现喉咙
痛的症状后也没当回事。 但这却差点
让他丧命。 原来， 张老所谓的 “喉咙
痛” 实际上是 “急性会厌炎”， 该病
春冬两季高发， 能在几分钟内致命。

去年 12 月 25 日， 张老因为喉咙
痛到镇江江大附院 （也称江滨医院）
耳鼻喉科就诊， 被确诊为 “急性会厌
炎”。 医生当即告知其严重性， 并希
望他住院治疗， 但老人认为就是感冒
症状， 拒绝住院。 不想 2 天后， 张老
的病情加重， 再次去医院就诊时， 突
然出现窒息症状。 “张老还算幸运，
在医院出现危急情况， 能够得到及时
抢救。” 该院耳鼻喉科主任黄秋生介
绍说， 急性会厌炎一旦起病， 发展很
快， 很多人还没明白是什么问题， 窒
息已经发生。 尽管该病的发病率不
低， 但公众对其却知之甚少。

黄主任称， “会厌” 是人咽喉处
一个类似树叶形状的软骨， 下方是气
管。 如果因感染或过敏引起 “会厌”
发炎， 这个 “树叶” 就会充血肿胀，
进而将气管堵住， 导致窒息。 因为症
状易与感冒混淆， 且发病急、 死亡率
高， 所以 “急性会厌炎” 被称为耳鼻
喉科 “第一杀手”。 黄主任介绍， 该
病春、 冬两季发病率较高， 患者往往
突然出现咽痛、 声音嘶哑， 同时还会
伴有发热、 呼吸困难、 吞咽困难的情
况。

这种疾病成人、 儿童都有可能发
病， 常见的病因是感染。 只要及时到
正规医院进行治疗， 大多能治愈。

（扬子晚报， 1.16，
孙卉、 羊城、 万凌云 /文）

并非感冒喉咙痛
却是急性会厌炎

湘西返乡农民工企业计生协会成立

������瑞典戒烟广告希望吸烟者能对
自己的习惯三思而后行， 在斯德哥
尔摩地铁站外装设交互式广告板 ，
当吸烟者经过时 ， 屏幕中的人会
“朝他们咳嗽”。

据报道， 乍看之下， 屏幕上单
纯只是张模特照片， 但拿着点燃的
香烟走过， 照片中的男子就会开始
咳嗽， 显然是讨厌烟味。 男子在广
告中说： “我们是瑞典药厂 Hjartat。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你活得长寿又健
康。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刚
好在新年期间帮助你建立新的健康
习惯。” 接着， 屏幕画面再度转换，
出现的是药厂协助戒烟的各种产品。

该瑞典广告公司将烟雾侦测器
装到数字广告屏幕中， 因此产生了
这种交互式广告效果。 他们在斯德
哥尔摩经常有人吸烟的地点， 也就
是奥登普兰广场 （Odenplan） 放置
广告牌。

（中新网， 1.14）

■奇闻趣事

模特“闻”烟就咳嗽

父母吵架殃及儿 男孩查出抽动症

警惕不负责任的“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