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替患者多想一些，对医生多信一些

———“三颗钢钉”见证１５年医患信任

１５

年前，全身多处骨折、高位截瘫的小女
孩李玉川来到这家医院，医生徐屹用“多想一
点”的努力保住了她的手腕，失去下肢的女孩
从此用双手撑起“梦想”。

１５

年后，已为中央美
术学院研究生的李玉川再次来到这家医院，点
名找到当年的那名医生，带着“我就是相信他”

的决心，要求取出在另一次手术中被植入体内
的三颗钢钉。

做过不计其数类似手术的医生早已忘了
当年的那台手术， 倒是女孩和家人却始终记
得，医生握着女孩手臂，轻轻活动手腕的情景。

几声脆响， 应声落入托盘的三颗钢钉，见
证了这份跨越

１５

年的医患信任。

“我就是相信他”———

１５

年后医患“再相见”

“我记得你们两口子，你们女儿当时住了
好长时间。” 这是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医生徐屹时隔

１５

年后再次见到李富宝夫妇时
的第一反应，老夫妇俩没有大的变化，只是他
们身后那个当时全身多处骨折、高位截瘫的小
女孩，如今却有些认不出来了。

１９９８

年，在南昌市二十一中就读初一的李
玉川被一名精神病患者从教学楼

５

楼抛下，全
身
２３

处骨折、脾脏切除、高位截瘫，在南昌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进行了多次手术。

１５

年过去，李
玉川时常无故发烧，医生诊断有可能是体内异
物所致。

１９９９

年，因髋臼骨折，李玉川曾在北京军
区总医院做了髋臼成型手术，当时植入髋骨部
位的内固钢钉一直留在体内未能取出。当时做
手术的北京军区总医院骨科专家胥少汀如今
已近百岁，早已放下了手术刀。时间久远，加上
存在一定风险，李玉川的父母在北京找过多家

医院咨询取出钢钉，没人“敢”再做这个手术。

就在父母一筹莫展时，李玉川自己却想到
了当初给他做过手臂骨折手术的徐屹。“我相
信他一定能帮我取出钢钉”， 这是记者采访时
李玉川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而这份信任源于

１５

年前徐屹的一个手术康复方案。

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第一阶段治
疗时， 徐屹为李玉川做左手手臂骨折手术。为
了尽量保住手腕的功能，徐屹没有按照固定疗
法，而采取了较为“冒险”的积极疗法，提前抽
取手术部位钢钉，进行手部功能训练。手术三
个月后，李玉川的左手已经活动自如。

“正常人是无法理解双手对高位截瘫患者
的重要性的。”李玉川告诉记者，后来父母带着
自己辗转山西、 北京多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见到很多和自己有类似遭遇的病友，但他们的
手腕几乎都是“长死”的，大多失去了原有功
能，不能像李玉川的手腕一样自由活动。

“关键是互相信任，患者信任医生，我们的
负担就会小很多。”和

１５

年前的“冒险”治疗方
案一样，由于时隔太久，三颗钢钉已经完全被
骨头“埋住”，完全有可能取不出来，此次手术
存在一定风险性。

１

月
６

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手术
室，徐屹和同事们为李玉川进行手术，三个多
小时过去，和李玉川一起生长了

１５

年的三颗钢
钉被成功取出。

２

月
１９

日， 徐屹再次检查确认，

手术取得成功，李玉川体内再无植入物。

从“灰色天空”到“彩色世界”———

“断腕女孩”擎起逐梦画笔
眉眼弯弯，披肩短发下一张清秀的脸上满

是笑容，这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如果不是坐着
轮椅，没人认为这个青春女孩和她的同龄人有
什么不同。从高位截瘫少女到中央美术学院油
画系研一学生，正是那只活动自如的手腕给了

李玉川笑容，让她的天空不再只是一片灰色。

“小时候还做过当舞蹈家的梦想，受伤后
什么都不敢想了。” 躺在病床上的李玉川经常
看窗户外面的天空。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中央音乐学院
附属中学的一名领导在媒体上看到李玉川的
遭遇后， 邀请她进入学校综合艺术部学画画。

离开校园四年后，在北京香山医院接受康复治
疗的李玉川重新返回校园。

“躺在病床上看窗外，天空始终是灰色的，

直到拿起画笔后才发现原来世界还是彩色
的。”李玉川说。

重新走进教室，一手扶画板，另一只手抓
起画笔，李玉川最先想起的是徐屹在病房里帮
着她活动手腕的情景。“一只手捏住手臂骨折
部位，另一只手轻轻上下活动手腕。”模仿着徐
医生当年的动作，李玉川告诉记者，当时她并
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徐医生和护士很
喜欢她，经常“握手”逗她玩。

２００８

年， 李玉川以文化课
５１２

分的高分和
优异的专业课成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期间她的作品入选
２０１２

年“精神与历程———中
央美术学院

６０

年素描大展”。同年
７

月，李玉川
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李玉川考取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

“有梦想的人总会创造出有颜色的东西，

是徐医生帮我举起了追求梦想的‘画笔’。”李
玉川说。

“上医医心”———

医患双方需共搭互信桥梁
“他只是略胖了一些，基本没什么大的变

化。”再次见到徐屹，患者一家感激不尽。而做
过无数类似手术的医生却早已淡忘了这名女
孩的模样，只知道她曾经是自己主治过的一个
病人。

“直接固定疗法安全稳当，但手腕也就直

接‘长死’了，正常人无法理解双手对于高位截
瘫病人的重要性。”徐屹至今想起，当时的第一
反应是这个小女孩的双脚没了，双手的功能可
不能再受影响了。

１５

年过去， 曾经的年轻医生已届不惑之
年，当年的小女孩也成长为一名“追梦”青年。

但在徐屹看来，变化更大的却是医患之间的这
份信任变得越加“珍稀”了。

“冒一定风险，站在患者日后生活的角度
上选择治疗方案， 这体现了医者救死扶伤崇
高的职业精神。”江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
马雪松认为，缓解当前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

医务工作人员应该主动作为， 要赢得患者的
信任， 首先需要坚守这份救死扶伤的职业精
神。

“现在的患者不相信医生了，他们总认为
医生没有用最好的治疗方法，而是选择最赚钱
的治疗方案。”徐屹认为，医生应该勇于承担责
任，但患者也需要给予更多信任和支持。“因为
患者和医生的目的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治
病’。”

“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这是
《国语·晋语》中关于医官的论述，寓意高贤的
医生能为国家除患祛弊。当前医患关系日趋紧
张， 医生的诊疗桌上常备防范患者伤害攻略，

患者琢磨医生是谋财还是治病，其实核心问题
就在于整个社会信任的缺失，“上医更需医
心”！

“人心不可失，医患矛盾里没有赢家。”马
雪松告诉记者， 缓和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需
要从制度层面加强医患沟通、增强互信、提供
更加人性化的诊疗方法入手。同时，医患双方
还需换位思考， 给予对方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只有这样，医患关系才有望回归正轨。

（新华社南昌
２

月
２１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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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公安局长被免职、

２０００

多家涉黄场所停业整顿、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５００

余名……

１０

天来，在公安部部署下，全国
各地开展“扫黄”风暴，范围广、

力度大，令人关注。

在当前反腐败、反“四风”

的背景下，“扫黄” 风暴如何斩
断“黄色利益链”，打掉“保护
伞”，防止“黄毒”死灰复燃？

“扫黄”风暴席卷多地，“零
容忍”打击“黄赌毒”

２

月
９

日， 东莞部分娱乐服
务场所被曝光存在卖淫嫖娼等
问题，引发各界关注。东莞警方
立即成立专案组并开展为期

３

个月的集中打击专项行动，以
“零容忍”的态度打击涉黄违法
犯罪活动。

公安部在派出督导组指导
督办案件查处、 问题整治和责
任追究工作的同时， 立即部署
全国公安机关举一反三， 组织
开展专项打击整治。 自东莞重
拳“扫黄”以来，全国多地掀起
“扫黄”风暴，速度快、范围广，

令人瞩目。

山西省公安厅近日发布，

共出动警力
３

万余人次打击“黄
赌毒”， 依法刑事拘留

１９

人，行
政拘留

１８５

人。

贵州公安机关
１７

日启动打
击卖淫嫖娼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查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
９９

起，查
获涉嫌违法犯罪人员

２６４

人。

云南省政府决定，从今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 在全省开
展缉枪治爆和扫黄禁赌专项行
动……截至目前，“扫黄” 风暴
已在浙江、山东、江苏、湖南等
１０

多个省份展开。

１０

天来，“零容忍”打击“黄
赌毒”效果初显。公安部网站的
数据显示，

２

月
９

日以来，各地查
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

１３００

余起，查破组织、强迫、引诱、

容留、 介绍卖淫和组织淫秽表演等刑事案件
１８１

起，打
掉涉黄犯罪团伙

７３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５０１

名，停业整
顿涉黄场所

２４１０

家。

此次“扫黄”风暴中的问责力度引发各界关注。广
东省委近期通报，免去严小康东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职务， 同时被问责的还有

１０

余名各级党政干部和
公安干警。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表示，凡是有利于依法
打击的举措都要不断强化， 凡是不利于依法打击的障
碍都要全力清除。

轰轰烈烈“扫黄”背后，一些疑问仍然待解。南京市
民张荣生说：“各地公安‘扫黄’抓了不少犯罪嫌疑人，

但大都只公布了数字，里面有没有公职人员，是否涉及
公款消费，存不存在利益输送，这些问题都没有提及。”

也有一些网友质疑：“各地‘扫黄’问责力度不一，

除了东莞问责了一些干部，其他地方怎么动静不大？”

“扫黄”除根，剑指“保护伞”

“扫黄打非”几乎年年都在进行。

２０１１

年以来，公安
部部署了全国扫黄扫毒的“无声风暴”专项行动，查处
了“天上人间”等一大批涉黄娱乐场所。在过去的四年
中，东莞平均每年要查处约

１０００

起涉黄案件，查处涉案
人员

２０００

名左右。

尽管年年“扫黄”不断，但一些“黄色产业”却像“割
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黄赌毒”蔓延并非东莞一
地独有，很多地方或多或少都有。

东莞市公安局负责治安的副局长卢伟琪说， 部分
基层公安部门认识有偏差、打击力度欠缺、没有彻底斩
断酒店经营者、承包者、管理人员、出租业主及涉黄人
员等一整条利益链， 是致使涉黄娱乐场所卷土重来的
首要原因。

从过往查处的案例来看，一些“黄色产业”背后常
常闪现“保护伞”的身影。

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因充当娱乐场所
“保护伞”被判无期徒刑。马某、王某经营的夜总会有卖
淫嫖娼等违法活动，为了避免被公安机关查处，二人前
后向彭长健行贿

100

多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广州市
公安局原副局长何靖也曾为娱乐场所充当“保护伞”干
预司法。

“怕曝光、不怕执法”成了一些涉黄场所经营者的
常见心态。少数不法企业“花钱消灾”，个别官员左手收
钱，右手撑起“保护伞”，“利益同盟”常常异变成“犯罪
同盟”。

记者在一些地方调研中还发现， 一些涉黄场所经
营者竟顶着“代表”“委员”等“红帽子”，个别官员甚至
直接参与娱乐场所经营利润分成， 或者指使亲信经营
娱乐场所的“特殊服务”，影响极其恶劣。

“扫黄”要除根。公安部再次重申，对娱乐服务场所
等凡涉及卖淫嫖娼和色情表演、聚众赌博、吸贩毒、黑
恶势力及“保护伞”的，要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表示， 广东全省公安机
关都将全面清缴娱乐场所涉黄活动， 而查清是否存在
“保护伞”，将被作为结案标准，广东会以“刮骨疗毒的
勇气和决心”进行此轮“扫黄”整治。

重典治乱，“扫黄”“反腐”齐头并进
切断利益链，就要求必须打掉“保护伞”，这也意味

着一场成效显著的“扫黄歼灭战” 必然也会带来一场
“反腐战”。

事实上，有关部门也展现了“扫黄”与“反腐”齐头并
进的坚定决心。在此轮“扫黄”行动中，公安部明确表示，

对失职渎职的，将严肃追究当地公安机关领导和有关民
警的责任，对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色情产业的蔓延与腐败问题密不可分，打击色情
产业就意味着必须严厉打击与之相关的各种腐败行
为，这和当前举国荡涤污泥浊水、清朗社会风气的大背
景是同步的、吻合的。”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说，一
些“黄赌毒”比较猖獗的地方

,

也暴露出涉及官员贪污
腐败的情况比较严重。“扫黄” 不仅能够净化社会治安
秩序，更能顺藤摸瓜，为反腐倡廉提供重要线索。

“不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需求来看，‘黄色产业’

的滋生与蔓延，和公权力滥用密不可分。只有以重典治
乱的决心推进反腐工作，进一步规范公权力，才能有望
从源头上防范涉黄产业的死灰复燃。”中山大学教授林
江说。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２０

日电）

人口调控能否遏制城市“肥胖症”？

近期，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纷纷出
招严控人口规模，启动产业转移外迁；重大项
目推“人口评估”，建设城市副中心；探索积分
政策控制外来人口。

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这个躲不开、绕不
过的发展难题，人口调控能否遏制住城市“肥
胖症”？

人口降速迫在眉睫多地出台“控人”新政
人口规模过大，是当前不少大城市的鲜明

特征，多地的人口增速之快，更是将城市总体
规划中人口控制目标远远“甩”在身后。

北京市常住人口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突破
２１１４

万，超过
２０２０

年
１８００

万人左右的控制目标；上海
市常住人口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达到
２３８０

万， 超过
２０２０

年
１８５０

万的预测值； 杭州市常住人口
２０１２

年底即超过
８８０

万，超过
２０２０

年规划值。

人口暴增引发了交通拥堵、 空气污染、资
源紧缺等诸多“灾难性”难题。实际上，北京等
地早在几年前就建立起了人口调控责任制度，

将人口规模纳入考核指标，但人口增速始终难
以掌控，“城市病”越积越深。

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是现阶段躲不开、绕不
过的发展难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
发展全局，多地开始“出招”对人口进行调控。

“功能疏解”，合理外迁部分产业。北京今
年将重点启动中心城小商品交易市场整治和
外迁工作，带动人口的分流。包括动物园批发
市场在内的四大商业交通堵点治理已开始进
行前期工作。

均衡发展，建设城市副中心。上海坚持城
市建设重心向郊区转移，加快郊区新城镇和新
农村建设等内容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杭州市
提出“科学划定主城区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建
设中心向副城、组团和新城转移”。

“积分”进城，规范外来人口落户。近期召开

的武汉市农村工作会议传出消息，继广东、上海
等地之后， 武汉市将在中心城区探索试行外来
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积分” 入户的标准通常
由知识水平、技能状况、居住情况、参保情况等
部分组成，对优化入户人口结构起到积极作用。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
表示，关键是要推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
镇化路径。区域均衡发展，资源向周边疏散，中
心城区的人口资源压力就会减轻。

大城市“负债累累” “开药方”直面多重
矛盾

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全国有
３１

个
城市的汽车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辆，其中，北京超过
５００

万辆，超过
２００

万辆的城市包括上海、广州、

杭州等
８

个。在北京，全市目前年用水量缺口近
2/3

，不得不依靠超采地下水、从外省调水“解
渴”；在广州，不少生源密集地去年小学学位紧
张、“僧多粥少”， 其主要原因是当年出生的流
动人口增幅超过

２０％

。

庞大的人口规模，令大城市更像一个气喘
吁吁的“肥胖症”患者，“负债累累”导致难以正
常行走。一些地方出台了包括“提价、设卡、限
制”等多重政策在内的“组合药方”限制人口数
量。专家指出，出台“限政”的同时还应直面城市
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对诸多“顽疾”对症下药。

人口膨胀与“用工荒”并存。数据显示，

10

多年来，北京市常住人口以年均增长超
６０

万人
的速度发展， 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中等城市，

其中外来人口占了大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春节刚过，北京街头一些餐馆的门外，张贴出
招聘厨师、服务员的告示，家政机构也曝出“保
姆荒”“月嫂荒”。

“一面是人口增加，一面是‘用工荒’频现，

表面上看是一对矛盾，实际上是城市承载的功
能过多，大量人口涌入对服务业需求的乘数效
应越来越大。”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叶裕民表示。

“大城市集聚了众多的资源和特权，拥有
的教育、医疗等各种公共服务水平更是远超过
其他城市。”易鹏说，单纯的行政手段控制肯定
难以起到实效，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多个
人口疏解项目处于半停滞状态。

“有的城市在前一天开会时还讨论要疏解
人口，第二天又讨论怎么发展产业，铺摊子。”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高扬表
示， 这种思路还没有摆脱对传统产业的依赖，

一方面经济发展要以人造城，以业兴城，另一
方面人口臃肿又不得不因城限人。

城市功能做“减法” 期待柔性“控人”

如果对低端服务业人口急踩“刹车”，“用
工荒”可能还会加剧，生活成本也会进一步上
升。控人口的根子在于城市的去功能化，城市
管理者要学会“放弃”，应避免陷入“先摊饼，再
搬迁”的怪圈。

“对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而言，人口调
控应采取柔性手段。”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陆杰华认为，要落实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
代化，城市调控人口必须采取“功能疏解”和“市
场调控”手段并行，成为标本兼治的长效策略。

“城市发展进行产业调整升级是必然趋
势，但要注意平衡好相关利益。政府为了实现
控制人口规模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外
迁产业应做好合理规划和服务工作。”

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成效如何， 副中心、

新城的发展成为重中之重。北京市政协委员王
春元表示， 当前城市副中心的地位还不够重
要，内涵不够明确，要想为中心区分担人口、资
源、交通压力，副中心必须进行科学定位，要让
副中心有吸引力。

“治理‘城市病’有赖于建立健全城市区域
体系和深入推进区域合作发展。” 北京国际城
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一方面要在产业
结构上调整， 将集中于中心城区的医疗机构、

高校、科研机构、央企总部等向近郊区迁移。另
一方面要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加速大城市与周
边卫星城的一体化。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１９

日电）

□

新华社记者高皓亮

□

新华社记者赵仁伟孔祥鑫郭宇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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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寻 人 启 事

宋德慧，女，

65

岁，身高
160

厘
米，信阳市罗山县孙楼村人，

2013

年
10

月
6

日出走至今未归。 离家
时，上身穿黑麻点中式上衣，下身
穿黑色长裤，脚穿解放鞋，手拿上
黑下紫线编织小袋， 内有一借书
证。有见到者请与

15670422766

联
系，定重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