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04
今日莱芜

两会 2014年1月9日 星期四

编辑：于晓敏 实习美编：珊珊

““闹闹””不不是是解解决决医医患患纠纠纷纷的的捷捷径径
莱芜市政协委员建议完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
文/片 本报记者 程凌润

7日上午，莱芜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在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267名政协委员在一天内提
交200余份提案，涉及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问题。其中，莱芜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志强提交
了一份探讨完善解决医患纠纷机制的提案。8日，记者对张志强进行了采访。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张文
娟) 8日早上8点,记者跟随莱芜
市环保局等工作人员先后来到
莱芜市钢城区南仓峪村、寨子村
以及方家庄，处理了5个变压器，
共切断了47家小炼铁“土小”企
业的电源。参与此次联合执法的
人员包括公安、电力、国土资源、
工商、环保、纪检、执法等多个部
门的百余名工作人员。

在南仓峪一家利用山丘围
起来的农家院里，两个圆筒形小
炼铁炉随意地放在沙土地上，这
是这家土法炼铁的主要工具。炼
铁炉吨位小，属于国家明令禁止

的“土小”项目。冒着白烟的小炼
铁炉旁边还堆满了杂乱的废铁
和渣滓。联合执法人员在南仓峪
处理了3个变压器，切断了12家
小炼铁“土小”企业的电源。

随后记者又跟随工作人员
赶到方家庄和位于山上的寨子
新村。在去寨子新村的路上，记
者就看到路边昔日的青山早已
被黑乎乎的渣滓覆盖，漫天飞舞
着尘土。寨子新村里，用空心砖
砌起来的一排排残缺破旧的墙
里面是一个个的小型炼铁炉，这
些就是用小炼铁炉偷偷炼铁的

“土小”企业。在方家庄和寨子

村，联合执法人员处理了2个变
压器，切断了35家小炼铁“土小”
企业的电源。

据了解，联合执法行动结束
后，相关部门还会有后续工作，
以防止“土小”企业的反弹。“‘土
小企业’都是投资低廉,能源浪费
高 ,严重污染居民生活环境的企
业。”莱芜市环保局副局长谭金
海说，集中停电的这些“土小”企
业，在将来如果没有政府的允许
和批准，任何人不得再给这些用
户恢复供电。为防止这些村民从
其他地方接电源，在以后对新接
三项电源必须要通过环保部门

的审批；新上的两项电也要做好
严格的把关和审查，以防止业主
通过两项电继续做“土小”企业，
彻底从根源上铲除“土小”企业。
此外，谭金海还提出在会后还将
与电力公司签订一份协议，明确
各方的责任，以互相监督。

钢城区环保局局长吕明义
表示，此次“土小”企业的断电行
动是环保百日攻坚活动在收关
之前最后的一次大行动，在各部
门的合作下圆满的完成了既定
目标。据了解，环保百日攻坚活
动开展以来共处理了1 2 0余家

“土小”企业。

环保百日攻坚联合执法坚决取缔小炼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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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一年受理80余起

医患纠纷

记者：张院长，您今年的提
案是《关于加强和完善医患纠纷
处理机制，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
建议》，主题是涉及医患关系的。
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当前莱芜
市医患纠纷问题的现状吗？

张志强：据国家有关部门统
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发生的医
患纠纷高达100多万起，特别是
近两年来，医患纠纷的增长幅度
甚至超过100%。

我市的医患纠纷现状也不
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
莱芜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受理
医患纠纷80多起。当前，医患纠
纷特别是恶性医闹事件频频发
生，患者维权暴力化倾向日趋普
遍，拉横幅、摆花圈、设灵堂、违
规停尸、暴力伤医事件等屡见不
鲜，严重威胁医务人员人身安
全，干扰正常诊疗活动，妨碍医
疗秩序，影响人民群众正常就
医。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势必
造成医生不敢看病、群众难以就
医，正常的医疗卫生秩序被破
坏，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问题：“闹”是解决医患

纠纷的捷径？

记者：张院长，您认为导致
当前医患关系矛盾的原因是什
么？它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张志强：医患纠纷特别是
“医闹”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不
外乎以下几方面：1 .越来越多的
人认识到“闹”是解决医患纠纷
的捷径。因为通过申请医疗事故
鉴定或者司法途径解决医患纠
纷，不仅耗时费力，而且赔偿少。
2 .职业“医闹”的介入，使得患者
或家属动机不纯。3 .医院“花钱买
平安”带来的负面影响。4 .部分医
务人员责任心不强以及医护人
员水平问题，或者在与患者沟通
时态度生硬，导致患者不满。5 .医
学属于经验科学。医学的发展、
医术的进步远远滞后于疾病的
发生和发展，加上患者和家属对
医学专业知识不了解，对治疗效

果的期望值过高，导致患方心理
落差过大。

众所周知，医疗行业是一个
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医患纠
纷特别是“医闹”现象的持续加
剧，将会带来严重的危害。首先，
破坏了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影响
其他患者正常就诊和医院的诊
疗活动；损害了医务人员救死扶
伤的良好意愿，也加剧了医患矛
盾。其次，使医务人员产生“畏
难”情绪，特别是“医闹”会极大
地伤害医生的感情，也会扭曲他
们的职业行为，“明哲保身”己经
成了眼下部分医生的信条，一遇
高危或疑难杂症，能躲则躲，能
推则推，极易延误救治；最后，阻
碍医学从业者的探索精神，对于
始终处于发展水平的医疗专业，
无疑会严重影响其发展进步。

对策：完善医患纠纷处

理机制

记者：针对医患纠纷问题，

您有怎样的建议？
张志强：对于解决医患纠

纷特别是“医闹”问题，根据近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
办、公安部、司法部等11个部门
联合印发的《关于维护医疗秩
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方案》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建议政府在公安系统
中组建专门的医患纠纷处理解
决组织，由公安法医、公安干
警、律师或司法人员等为组成
人员，确保公正鉴定和物证、人
证的取证等；及时制止暴力医
闹、维护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
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按
程序处理、协调、申诉以及进入
司法程序。

二、公安司法部门要从重
从严打击“医闹”行为，构成犯
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各级政府要把“医闹”情况通报
给其所在的村 (社区 )、街道 (乡
镇 )，相关各级负责人要层层担

责，坚决制止医闹成为一种社
会风气。

三、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在医院发生医患纠纷时，要尽
快将纠纷引入调处中心，纳入
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积极化解
医患矛盾，有效防止矛盾纠纷
扩大升级。

四、医院在发生暴力争议
时，应及时沟通、疏导，防范事
态扩大，并主动利用摄像、录音
取证，保护医院及医务人员合
法权益；聘请专职或兼职法律
顾问，参与医疗争议及医疗案
件应诉，引导医患争议的解决
走向理性化、合法化。

五、加强医院管理，增强法
制意识，规范医疗行为。医务人
员应依法执业，积极做好医疗
事故防范及处理预案，搞好医
患纠纷矛盾排查化解工作，防
患于未然。畅通沟通渠道，加强
医患沟通，提高沟通技巧，注重
沟通效果，重建医患互信，努力
将医患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莱芜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志强参加市政府工作报告讨论活动。 记者 程凌润 摄

环境气象监测预报

市政协委员杨卫江提出，
随着莱芜市工业化、城镇化的
快速发展，雾霾天气、环境污染
等气象问题凸显，公众保护环
境、保障健康的问题越来越关
切。而莱芜市的环境气象业务
还处在较低水平，表现在环境
气象观测站网建设不能满足业
务服务需求，环境气象业务预
报服务能力不足。

对此，杨卫江在提案中建
议，加强环境气象组织体系建
设，有效开展环境气象监测预
报预警业务，设立环境气象预
报中心，组成环境气象业务专
职队伍。希望加大环境气象监
测预报的投入，加强环境气象
观测系统建设，建设气溶胶质
量浓度观测站，组成覆盖全市
的气溶胶质量浓度观测网。建
议建立气象、环保、卫生等多部
门之间的交流合作机制，实现
环境监测资料的实时共享。建
立极端气象条件下大气污染预
警体系和以环境保护、气象两
部门为主导的多部门应急联动
机制，协力提高环境气象监测
预警服务水平。

城区公租自行车

李斌等3名政协委员通过
分析雾霾天气形成的主要原因
发现，汽车尾气是其中一个重
要方面。如果将自行车作为代
步工具，既能减轻环境污染，又
可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他们建议莱芜市尽快在城
区建立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公租自行车投入可由政府财政
和有关部门多方共同出资，先
从部分公交站点、市直部门办
公地点集中建设一批，再推广
到人口比较集中的居民小区、
学校、购物广场、休闲娱乐场所
等，并由城区中心逐渐向郊区
拓展。随着代步工具的变化，渐
渐调整城区道路交通标线，逐
步设置自行车专用道路。

城市垃圾分类收集
无害化处理

市政协委员刘翠玲在提案
中反应，垃圾处理已成为不容
忽视但却往往被忽视的问题。
她提到，莱芜市生活垃圾处理
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处理方式
主要是填埋和焚烧，造成环境
污染；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宣传
力度不大、形式单一，市民一知
半解，参与度不高等。

刘翠玲委员建议，政府要
发挥好主导作用，把垃圾分类
收集、无害化处理作为生态文
明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一
项内容，制定全面的垃圾分
类、收集计划和分类运输、处
理办法，加大对垃圾分类处理
的经费投入。还应该加大宣传
力度，提高公众对垃圾分类重
要意义的认识。

环保成政协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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