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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A10 新民邻声!话题

传达民情
汇聚民意

教孩子学骑车

养宠物须守法规
随心任性不可为

! ! ! !街头一辆辆共享单车为绿色
出行作出了贡献，现在有些家长
让这些共享单车为孩子们学骑车
作贡献。在广场上、社区小道上都
可见到家长们跟在车后扶着一些
不满 !"岁的孩子学骑单车的身
影，有的孩子刚刚学会不久，竟骑
车双脱手耍杂技，希望家长们多
多教育孩子安全骑车更重要。

种楠 摄

话题

网评

街拍

老伙伴有难处“向日葵”服务队伸手社区新发现

! ! ! !欢迎读者扫描右上角二维码下载新民邻声 !""!进入话题板块对本文进行评

论互动!部分优秀点评将刊登于明日本版"

!宋冬"不知天命#展
!"张门票等你抢

免费抢票

! ! ! !不出门，不排队挂号，只要动动手指，
直接登录医疗网站就能咨询健康状况，很
多人都有这样的“网络问诊”经历。近年，
广东、广西等地相继开出“互联网医院”，
为病患提供收费在线问诊服务。然而，正
常看病要经过“望、闻、问、切”等程序，而
网络问诊只是通过文字或电话，这样的看
病方式靠谱吗？按时间收费，在电话里“看
病”，你愿意尝试吗？

形式方便

符合现代生活模式

"#岁的王小姐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
员工，平时工作忙，有时候身体出了些小
状况，也没有时间去医院。她较早接触互
联网医疗，也是最早一批使用互联网看病
的用户之一。“我曾经因为低热不退，在某
网站上花了几十元的咨询费，和三甲医院
的医生打电话一对一咨询，医生给了我很
多建议。”王小姐说，这样的问诊方式很适
合她这样的年轻人，节约了很多时间。

网友潘小姐说，一般来说，她每次上
医院看病，总要在网上咨询一下相关医
生，有个大致方向，心里也有了底。“这和
随意在百度上咨询并做自我诊断是不一
样的，一些专业医生入驻了平台，可以帮
助我进行初步判断。”但是，潘小姐也经常
遇到几个医生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况，由于
无法全面了解真实病情，最终只留下一句

“建议去医院诊断”的结论，并无多大参考
价值。

网上看病

难以保证医疗质量

市民仲小姐虽然是个玩转互联网的
$%后，但在看病这件事上，她说自己非常
“保守”。仲小姐认为，平时可以从网上获
取日常保健知识，一旦真的生了病，还是
会直接去医院，不会到网上咨询。“病患与
医生在网上直接文字交流，这种交流的信
息量跟面对面的交流的信息量是不一样
的，患者对自己的症状描述也不一定到
位；有经验的医生可以通过面诊来问到更
多信息，有助于诊断。”

市民罗先生则担心网络问诊的差错
率和误诊率。“医生可以在网上做健康宣
教，但不应该给患者轻易做诊断。一旦因
为沟通不顺导致错诊、误诊，延误了治疗，
谁来承担责任？”市民朱先生是一名医生，
他坦言，现在健康类、就医类软件诸多，注
册十分方便，也因此导致鱼龙混杂的局
面，医疗质量堪忧。

网上问诊

多数人持保留意见

事实上，互联网能不能看病、如何为
患者看病，至今在业内仍存在极大争议。

在上海，还没有相关部门给网络问诊开官
方“通行证”。采访中，不少医生坦言，他们
对网络问诊持保留态度。“没见到病人和
报告、也没问过病史，仅凭病人描述，无从
诊断。”还有医生表示，被市面上创业公司
热炒的“网络轻问诊”和医院的“远程医
疗”不一样，它主要是医生为患者提供常
见疾病和慢性病的咨询，开展医学科普工
作，但不能进行临床诊断。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血液科副主
任医师陈勤奋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一
张血常规化验单上显示白细胞偏低，说明
什么问题？医生要询问是在什么情况下检
查的，体检时检查的和发热时检查的，意
义完全不一样；又比如，缺铁性贫血很常
见，但男女病人情况也不一样，女性可能
与经期有关，而男性则可能与消化道肿瘤
有关。”

目前，互联网医疗事业发展迅猛，网
络看病需求越来越大，但网络问诊的机制
建设得还不够完善，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
很多。陈勤奋认为，医疗服务本身有两个
前提：一个是医疗质量；另一个是患者安
全。整个医疗服务的核心就是医生和患者
之间的服务，是基于医生对患者病情全面
了解下展开的诊疗行为。只有全面了解患
者病情，才能进行问诊。“在医生对患者病
史全面了解下、在对患者病情实时监控下
的医疗建议，才是真正方便患者的模式。”

本报记者 左妍

! ! ! !“向日葵”助老服务队由一群普通的退
休党员组成，但提起他们与孤寡老人的故
事，大家都会为他们的无私大爱竖起大拇
指。作为党员志愿者，他们一直以助人为乐
的精神为荣，悉心照顾周边的孤寡老人，用
实际行动诠释人间大爱。

江安社区是一个老龄化的居住密集型
社区，现有 &%岁以上独居老人 '(名。面对
服务对象多，服务人员少，硬件设施差的情
况，"%!!年 '月，江安社区党总支积极发展
党员志愿者作用，成立了“向日葵”助老服
务队，按照就近结对的原则，开展结对服
务。“老伙伴计划”的实施为这支团队融入

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向日葵”助老服务队
坚守“亲情瞭望哨岗位”，通过服务汇聚“亲
情”，涌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向日葵”助老服务队老党员周志成已

近八十高龄，但他为人热心、身体健朗，还
承担了 )个楼道楼组长的职务。在他管辖
的楼道里就住着好几位独居老人，多年来，
周志成一直义务帮助老人配药、买菜、购
物。家住 )号楼的邓友娣，儿子不在身边，
需要申请助餐服务，周志成来回助老服务
社好几次，终于帮其办妥了业务，但没几天
邓奶奶又反悔不吃了。面对这些老人，周志
成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帮助，毫无怨言。虽

然在帮助孤寡老人期间一波三折，但老周
经得起委屈又经得起误解，一如既往坚持
为老人服务。
“向日葵”助老服务队老党员薛丽雯是

“老伙伴计划”实施期间融入的新生力量。
为让楼道的老人们安度晚年，缓解孤独感
和失落感，薛阿姨一有空就走访独居老人，
陪老人聊天，帮他们解决生活问题。独居老
人葛丽华在丈夫去世后，一度丧失了生活
的信心。薛丽雯几次上门走访，倾听老人心
中的苦闷。其实薛丽雯的爱人在几年前也
过世了，自己也是一名需要关心的独居老
人。薛丽雯向葛丽华讲述了自己如何从失

去爱人的阴影中走出来融入社区的经历。
现在，葛阿姨重拾了生活的自信，走出了家
门，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薛丽
雯在老人们心里如同亲女儿、亲姐妹，被老
人们亲切地叫做“心声大使”。

在“向日葵”助老服务队中还有许许多
多的党员在服务，在行动。他们以各自的服
务连接起了一条亲情助老互助的纽带，使
社区老人们的心连结在一起。同时，党员们
也在为他人服务中体现了自我的人生价
值，享受到了为人服务的乐趣。

通讯员 赵敏

社区全媒体 沈毓烨

! ! ! !昨日，《他养白狐，你养猕猴，家养宠物
岂能“野豁豁”？》一文在新民邻声 *++话
题板块呈现后，引发热议，以下为部分网友
评论：

#俞鸣洪#当下很多年轻人喜欢养一

些另类宠物"如蟒蛇#蜥蜴"一定要慎重"特

别是家里有小孩的$

#朱文河# 那些因无法继续饲养就放

生的"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既是对宠物不负

责任"更是对他人健康与安全不负责任$ 饲

养宠物不能图好奇和一时新鲜"尤其受国家

法律重点保护的动物"不能任性地去饲养$

#冯济民# 养宠物虽是个人爱好"但

要注意四点%守法"未经许可不得饲养国家

保护动物&安全"不得饲养凶猛具有攻击性

的动物&卫生"不得饲养未经免疫处理或污

染环境的动物&安静"不得饲养经常鸣叫甚

至嚎叫的动物"以免影响他人'

#小鹿#养宠物需要很大的精力与极

强的责任心"考虑清楚再去养'

#臣爷#家养宠物守法规"随心任性

不可为' 卫生危害须考量" 否则容易生懊

悔' 社区全媒体 盛燕丹

! ! ! !展览“宋冬：不知天命”通过把旧作与
新作在统一的语境下赋予全新生命力的方
式，把创作者宋冬对于生活与艺术创作的
反思与体悟全部表达出来。他用“镜、影、
言、觉、历、我、明”七个展览章节呈现了自
己五十年来对人生的再认识。

今日 !,-)%."!-)%，小邻将送出 (%张
“不知天命”展览门票。打开新民邻声首页
“免费抢票”活动，点击“抢票”按钮即有机
会获得 "张门票/人。详细获奖名单及领奖
方式，请于明天 #：)%起，点击活动板块“获
奖名单”栏目查看。

社区全媒体 刘丹枫

! ! ! !网络医生
鱼龙混杂!就诊
请去正规医院

投稿#$%&'(#$%)(*+,%*+-

网上看病
便捷 误诊V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