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三甲医院人满为患，急症室
的过道里放满临时病床，儿童医
院的诊疗室里高烧的孩子为了打
点滴得等上好几个小时。医院不
够大、医生不够多？今年上海两会
期间，市人大代表刘民钢提交了
题为《关于加快医疗机构建设、提
升现代服务业能级、推动上海转
型发展的意见》的书面意见。

书面意见中提到，根据《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 !"#!》，上海的三甲
医院共 $% 家，仅低于北京，执业
医师和助理医师人数位居全国第
二，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位居全
国第一。但是，在全国 !&'个地级
以上城市中，户籍人口每千人拥
有的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上海排

在第 ()位；户籍人口每千人拥有
的执业医师与执业助理医师数，
上海排在第 *$!位。

在 $+ 个有统计数据的直辖
市和省会、首府城市（台北未列入
统计范围!拉萨无统计数据）市区
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上海
是 ',))张排名第 #(；市区每千人
拥有的执业医师（助理医师）人
数，上海是 $,+-人名列 !%位。

由于户籍人口不能完全代表
城市的实际居住人口，刘民钢又利
用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的数据统计发现，在各项数
据中上海只有一个数据高居榜
首———年诊疗人次数高达 !#)++

万人次。

以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
员数和每千人拥有的执业医师和
助理医师数为例，排名第一的太
原市分别为 #+,%( 人和 ),!) 人，
而上海是 (,!!人和 !,$#人，上海
要达到太原水平，需要增加 ),%万
名医师。
刘民钢认为，上海在医院床位、

医生和护士的平均拥有量还处于很
低的水平，同时，由于在上海大医院
就医的 (+.甚至更多的患者来自
上海以外的地区，上海的医疗卫生
资源就更捉襟见肘。他建议，政府应
高度重视上海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
数量严重不足的现象，每年再着力
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医疗机构，并大
力吸引国内外的高水平执业医师，
同时投入一定经费用于现有医务
人员的培养。本报记者 易蓉

! ! ! !近三年来，地处郊区的奉贤
区医疗卫生机构共有#$!名临床医
师退休，经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却
仅招录到'名（中心医院!名"中医

医院"名）、社区全科医师(名（南桥
#名"庄行$名"柘林$名"海湾$名!

其中$名已辞职），而医务人员流
失#$&名（其中中高级职称%!名）。

市人大代表薛锋是奉贤区中
心医院骨麻科党支部书记、骨科
主任，在上海两会期间，提交了

《关于出台远郊住院医师全科医师
补贴政策的建议》的书面意见，疾
呼应迫切改变郊区、远郊医务人员
流失严重和在岗医生缺失、“青黄
不接”的现状。“郊区很多医疗机构
现在都返聘一些退休老医生，靠他
们撑着。‘规培’令市郊医院进人
难、留人难。”薛锋认为郊区医务人
员的现实缺口已经非常严重。

薛锋建议，相关部门应尽快
制订出台加强基层特别是远郊医

疗卫生机构人才队伍建设的倾斜
性扶持政策。例如，远郊全科医
生、“规培生”补贴政策和职称晋
升优先政策等；允许远郊区县招
录“-&%”、“!##”等院校临床医学
专业优秀毕业生，委托本市住院
医师培训基地为区县定向培养住
院医师和全科医师；在近郊新增
的三级医院中增加规范化培训基
地，以及增加规范化培养医师名
额，实施及体现城乡医疗卫生差
别化管理的政策。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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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去年秋末冬初开始，一波感
冒袭击申城。为迎战就诊高峰，医务
工作者经常加班加点，他们本身也
可能成为病毒细菌的受害者。
日前，奋战在一线急诊岗位的浦

东新区某医院普外科医生张某，罹患
重症肺炎不幸离世，后被确诊为人感
染/'0-禽流感。据了解，张医生患
病后一直坚持上班，没有调休和请
假，他的离世不仅让广大医务工作者
扼腕痛惜，也让社会各界对如何关心
医生健康多了一份反思。

网传误以为是“过劳”
张医生离世后，有媒体指出，今

年 #月初，张医生轮换到急诊外科
上班，这是急诊中最累的科室之一。
生病后，张医生找同事开了药，输了
液，输液结束后坚持上完夜班。
从咳嗽加重到呼吸衰竭，张医

生的病情发展非常迅速，发病到离
世仅一周时间。记者了解到，张医生
早在 #月 ##日已出现感冒症状，#
月 #!日、#$日休息，#月 #)日日班
（上午 &时到下午 !时），#月 #%日
夜班（下午 !时到次日 &时），#月
#(日、#'日休息。#'日凌晨病情急
转直下，虽全力抢救但于 #&日凌晨
)时 %-分去世。他的同事认为，张
医生对自己病情的处理是及时的，
一般人可能会扛过来，因为不用连
轴转地上班，至少可以休息。
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长助

理王帆博士后表示，他起初是在微
信、微博等看到“浦东新区某医院一
位医生带着高烧坚持工作，最后倒
在工作岗位上”的消息和帖子，第一
感觉是急诊医生太辛苦，非常劳累，
连续加班，工作负荷又大，感冒发烧
才发展为重症肺炎。直到 #月 !+日
官方消息发布，确诊为 /'0-禽流
感病例后，病因才有明确说法。
按照院方介绍，“发着高烧持续

一周，始终坚持在岗上班”的说法并
不完全准确，但是，张医生确实在患
病后坚持值完夜班。此前有媒体报
道，张医生的同事认为，他之所以带
病上班，主要是科室人手不够难以
调配，一个医生请假，可能就要连累
别的医生值班 !)小时甚至更长。

不提倡医生带病工作
据了解，由于医院人手紧张，为

了不影响其他人正常排班，许多医
务人员感冒发烧后经常是“轻伤不
下火线”。
“带病工作不应得到社会推崇，

这个观念必须转变。”上海大学社会
学系教授顾骏痛心表示，“不仅是医
生在带病工作，各行各业都有，我们
考虑到了企业利益、社会利益，但也
要尊重个人的权益。尤其在医院，医
生是治病救人的群体，如果连自己
的健康也关心保护不了，怎么去救
治他人呢？”顾骏认为，要改变一线
医生人手不够、带病工作的窘境，尤
其在低级别、郊县农村、偏远地区的
医院，根本上还是尊重医生，从待
遇、收入等方面体现医生价值。

王帆认为，这起医务人员感染
/'0-禽流感后离世的悲剧，提醒社
会各界要关注医生健康，尤其是身
处急诊、基层医院的一线青年医生。
“医生的健康不仅是个人的，还会影
响医疗体系的质量。”王帆表示，“医
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也是医生的
职业场所，在迎战就诊高峰中，广大
医务人员要付出脑力和体力的双重
劳动，医生的健康应得到有关部门
的关注和患者的理解。”

医生病了休息有多难？
张医生的悲剧发生后，有人在

微信朋友圈写道：“周围有太多人感
冒，年轻的医生发热两天仍在看门
诊，有没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
一下，感冒请休息。为了感冒者本人
的康复，也为了不传染给他人，可以
设置带薪病假。”
对于网友的呼吁，王帆认为，医

患双方虽然处于医疗行为的两端，
但是从共同面对疾病的角度来看，
他们更像是“战友”。因此，日常的健
康教育应该面对的是整个人群，医
生是健康知识的传播者，同时也应
是健康教育的受众。
现实的情况却很尴尬，“医生一

忙，工作辛苦，就会忽略自身的健
康。”王帆认为，就目前医疗资源“僧
多粥少”的困境而言，呼吁每个医生
感冒后都休息并不现实，但应向这
个方向努力，“有关部门可以主动关
心一线医护人员的健康，对于患者
来说，如果见到医生带病工作，也可
以善意提醒一下医生或医院管理部
门。这是对医生的保护，对患者的保
护，也是对正常医疗秩序的保护。”

外科医生感染H7N9禽流感，离世前仍带病工作引发关注

莫因“捉襟见肘”忽视医生健康
本报记者
金恒

上海人均医疗资源排位靠后

远郊医务人员“青黄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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