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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中

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 12 月
14日起施行。《解释》中首次明
确了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经
批准采取的救助措施引发纠
纷，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众所周知，医患关系以及
医疗纠纷成了近年来一个令医
生和医院颇为头疼的问题。一
些患者与家属动不动就殴打、
伤害医务人员，更有些人只要

对医疗结果不满意就提出天价
索赔，使院方过于谨小慎微，以
致不经家属同意就不敢实施手
术或正常的医疗方案，使患者
得不到及时与应有的救治，从
而导致“双输”局面。

为了营建和谐的医患关
系，给病人与家属应有的知情
权与选择权，也为了避免因家
属不同意导致有些应该及时进
行的手术不能进行，丧失抢救
时机，2009 年制定的《侵权责
任法》第55条规定，“需要实施
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

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
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除
此外，第56条又规定，“因抢救
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
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
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
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
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问题是，不经患者或家属
同意，如果医疗机构实施相应
医疗措施不成功或者达不到救
治效果怎么办？由于对第 56
条一直没有权威解释，如果不
是有满满的成功把握，很多医
生都因害怕担责，在患方不同

意的情况下，并不敢积极实施
医疗措施。以至于，患者得不
到及时救治的情况不断涌现。

有鉴于此，这次的《解释》
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医疗机
构的后顾之忧，使其在紧急情
况下放心大胆地投入到对患者
的积极救治中去。

本来，在病情与生命的危
急关头，时间就是一切，应当机
立断，容不得耽误救治时机。
救死扶伤作为医生的天职，就
应该赋予他们应有的救治权，
使其没有后顾之忧地及时投入
到紧急救治中去。

另外，患者与家属没有医
疗机构那样的医疗知识与专业
分析、判断能力，本就应当与时
间赛跑，在紧急情况下尊重医
生的决定，为其抢救患者赢得
时间。况且，即使存在治疗风
险，让专业人员及时进行抢救，
一般也比延误救治时机好得
多。既然到医疗机构进行治
疗，就应当相信医疗机构，要有
基本的信任。

相信《解释》实施后，患者
会得到更好的救治，其生命健
康会得到更好的保障，从而减
少许多无谓的风险。

放下束缚，让医生全力“与时间赛跑”

□唐映红

近几天，不少人的朋友圈
被“第一批 90 后”给刷屏了，
诸如“第一批 90 后已经离婚
了”“第一批 90 后已经开始秃
了”“第一批 90 后的胃已经垮
了”……看上去没一个好词
儿，“离婚了”“秃了”“垮了”

“油腻了”“快瞎了”。
掐指一算，1990 年出生的

“ 第 一 批 90 后 ”今 年 才 刚 27
岁，最大的也要过半个月才满
28 岁。作为即将“二八妙龄”
的一代被这些无聊的丧词形
容得真够含辛茹苦的。问题

是，这些“第一批 90 后”的说
法有根据吗？

27 岁，有没有结婚又离婚
的？偌大一个中国，肯定有。
27 岁，有没有开始秃顶，开始
胃 垮 ，开 始 油 腻 ，开 始 眼 瞎
的？数千万的群体，哪怕千分
之一，也有数万之众。别说 90
后，哪怕是 00 后，“第一批 00
后”开始秃了、胃垮了、油腻
了、快瞎了，恐怕也都有。

也 就 是 说 ，“ 第 一 批 90
后”刷屏看起来就是一件纯属
无聊的网络伪话题，没有任何
营养，也没有任何值得谈论的
必要。那些刷屏的丧词，不过

是一堆暧昧的正确废话罢了。
不过，值得细究的不是刷

屏的“是什么”，而是“为什么”
会刷屏。不就是一堆无聊的暧
昧的废话吗？但那么多 90 后
年轻人被“击中”然后转发，其
实绝大多数转发的 90 后年轻
人与这“第一批 90 后”的丧词
没什么关系。至少我朋友圈一
大堆“第一批 90 后”的年轻朋
友们，所有转发过的，没有一个

“离婚了”“秃了”“垮了”“油腻
了”“快瞎了”，一个都没有。

他们之所以会被“击中”，会
心有戚戚地转发，从社会心理学
角度更多地反映了现时代年轻

人群体普遍的迷惘和焦虑。
按理说，20-30 岁的青春

韶华应该是朝气蓬勃，对生活
充满热情、对世界充满好奇的
年龄，无论是沉浸爱情，环球
旅游，创业创造，冒险尝试，一
个人一生中最能放松享受、探
索和创造的也就是这一段青
春岁月。

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社
会，特别是城市的年轻人，从高
校一毕业开始就不得不面临其
他国家同龄人基本上不会多虑
的问题：买房、结婚。相对地，
国外的同龄人大多是 30 岁以
后才考虑买房，而且结婚也不

必跟买房联系起来。但在中国
社会竟成为二十来岁就不得不
提前面对和承受的压力。

一个房，一个婚，再加上
60 后、70 后父母宠溺出的“巨
婴”，小伙子很多妈宝男，年轻
姑娘不少公主病，对前途一片
迷惘，离开了亲妈连给婴儿换
尿布都一筹莫展。于是乎，

“第一批 90 后”未老心先衰，
二十七八的青春韶华愣生生
活出老骥伏枥、烈士暮年的苍
茫和悲壮感来。

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会
被无聊的网络伪话题“第一批
90后”所“击中”，心有戚戚。

“第一批90后”体是网络伪话题

□思凝

临近年底，很多人因为忙
不完的工作被迫进入循环加班
模式。可加班能领到加班费
吗？

对此，辽宁省人社厅劳动
关系处相关人士给了明确答
复：用人单位支付加班工资的
前提是“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员
工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
工作”。员工自愿加班，不属
于加班，用人单位无须支付加
班费。

该解释自有其法律依据，
根据《劳动法》第41条、第44条
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是
支付加班工资的必要条件。

当然，这也符合常理。倘
若任何加班都可以领加班费，
那些工作拖沓、赖在单位的人，
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这对
于工作效率高的同事，也并不
公平。毕竟，决定一个人工作
能力的指标是质量和效率，而
不是工作时长。

但职场上，更普遍的情形

恐怕是“被自愿加班”。
“被自愿加班”一般表现为

两种情形：第一，工作任务过
重，不得不加班才能完成；第
二，应对激烈的职场竞争，自发
牺牲假期。

前者的被动性显而易见，
可以算是实际意义上的加班，
可依然面临“认定”的难题，毕
竟每个人对于工作效率都有自
己的标准。在这种情形下，员
工要敢于维权，保留工作量的
证据，向劳动仲裁部门举证并
主张加班费，寻求第三方裁决。

而 后 者 虽 看 似“ 自 愿 加
班”，但更大程度上仍是被竞争
裹挟下的无奈之举。特别是在
某些企业里，激情工作、无偿加
班、鼓励奉献被看作是一种积
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有些公司
甚至公开宣扬“狼性文化”“奉
献文化”。

在这种企业文化里，领导
和员工缺乏应有的界限，领导
想当然地认为，公司发展、升
值加薪是员工的唯一诉求。
而其实，工作之外，领导和员
工都是独立平等的个体，员工

有意愿也有权力决定工作之
余的时间如何分配。领导不
断向员工灌输“自愿加班”的
理念，事实上是对员工自我意
识的剥夺。

这种剥夺，短期来看，或
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但长
远看来，会慢慢将员工变成无
意识的“提线木偶”，失去最宝
贵的活力和创造力。而这，无
论对企业还是对员工来说，都
不是件幸事。这种老板眼里
的“自愿加班”，还是少些为
好。

自愿加班不算加班，那“被自愿”呢？

危急关头，
时间就是一切，应
当机立断，容不得
耽误救治时机。
救死扶伤是医生
的天职，就应该赋
予他们应有的救
治权，使其没有后
顾之忧地及时投
入到紧急救治中
去。

“

强 迫 员 工
“自愿加班”短期
来看，或有助于
业绩提升；但长
远看来，会慢慢
将员工变成“提
线木偶”，失去最
宝贵的活力和创
造力。

90 后 之 所
以会被“击中”，
会心有戚戚地转
发，从社会心理
学角度更多地反
映了现时代年轻
人群体普遍的迷
惘和焦虑。

“

“

每到秋冬季节，烧秸秆就成了东北的一个老大难
问题。记者在吉林省乾安县采访时却听到一件新鲜
事，当地通过把秸秆综合利用，最后发展到了蔬菜种植
产业，实现了一个产业的“变形记”。原来大量无法处
理的秸秆现在都不够用了。

新华社发

秸秆“变”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