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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术刀沦为权力暴力的工具，医疗信任已全线崩塌
    日前，郑州一年近八
旬的老人检查出胃炎，却
被医院以癌症收治，并进
行了全胃切除手术，引发
网友热议。（6 月 19 日 
南方日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将八旬老人的胃炎误诊
为胃癌并实施全胃切除手
术，这场荒诞的医疗事故
犹如一柄锋利的手术刀，
不仅切开了患者的胃部，
更剖开了整个医疗体系的
信任根基。
    据媒体报道，两级医
疗事故鉴定均认定为二级
丙等，医方负主要责任，
警方却以“无犯罪事实”
为由拒绝立案，涉事医生
停职一个月后竟重返门诊
接诊——这场罗生门般的
闹剧，撕开了现代医疗体
系中那些被制度性失守的
伦理底线。
    在这场医学闹剧中，
现代医疗的精密仪器沦为
医生主观臆断的装饰品。
患者入院时“胃占位病变”

的诊断书，实则是医生为
手术量身定制的入场券。
    当郑州市医学会的鉴
定报告指出“胃溃疡药物
治疗已取得显著疗效”时，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仪
器检测失灵，还是医生的
专业判断被某种神秘力量
操控？
    更讽刺的是，术后病
理报告明确显示无癌细
胞，却未能阻止这场荒唐
手术的完成，这充分暴露
出医疗决策体系中患者知
情权的全面溃败。
    医院“专业判断”的
辩解，在冰冷的病理报告
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正如
律师赵良善所言，医疗事
故罪的认定标准是“严重
不负责任”。而在这场手
术中，术中冰冻病理检查
的缺失、未充分沟通的术
前告知、违反诊疗常规的
全胃切除，每一项都足以
构成对职业伦理的践踏。
    当医生将个人判断凌
驾于科学依据之上，医疗

行为便异化为权力暴力的
遮羞布。
    在“两年癌变风险”
的恐吓式诊疗话术背后，
潜藏着医疗体系逐利的冰
冷逻辑和过度医疗背后
的利益链条。从术前强制
购买 1600 元手术意外险
的蹊跷操作，到术后病理
报告与临床诊断的严重背
离，整个诊疗过程充斥着
可疑的利益驱动。
    涉事医生在患者治愈
后仍正常坐诊接诊的现
实，更折射出医疗事故追
责机制的避重就轻，甚至
形同虚设。
    这种过度医疗的“狂
欢”绝非孤例。湖北黄石
博仕肛肠医院 125 份病例
中 113 份存在过度医疗的
丑闻，与郑州这起全胃切
除事件形成互文印证。当
医院将创收指标分解到科
室，当医生绩效与手术量
挂钩，医疗行为便不可避
免地滑向“能切尽切”的
极端。

    全胃切除手术动辄数
万元的费用，与术后患者
终身流质饮食的生存质量
形成惨烈对比，暴露出医
疗市场化改革中的制度性
缺陷。
    郑大一附院“停职一
个月，取消一年评优评先”
的处罚决定，在患者家属
“故意伤害”犯罪的指控
面前显得尤为荒诞可笑。
这种象征性惩戒与涉事医
生继续执业的现实，暴露
出医疗监管体系的系统性
漏洞。
    当卫生行政部门以
“未接受鉴定”为由拖延
处理，当警方将专业判断
权完全让渡给医疗系统，
实质上构成了对医疗事故
的二次伤害。
    医疗事故鉴定制度的
双重标准更值得警惕。郑
州市两级医学会的鉴定结
论与警方“无犯罪事实”
的认定形成矛盾，折射出
专业判断与法律认定的断
裂。这种制度性失守不仅

让受害者维权举步维艰，
更在事实上形成了医疗过
错的“豁免特区”。当医
疗事故鉴定沦为行业内部
的自说自话，公平正义便
无从谈起。
    发生在郑大一附院的
这起全胃切除事件犹如一
面照妖镜，照见了整个医
疗体系中最隐秘的病灶。
从术前检查的刻意误导到
术中流程的违规操作，从
术后鉴定的程序拖延到监
管部门的消极作为，每个
环节都在动摇着公众对医
疗系统的信任。
    当手术刀成为某些人
权力任性的工具，当病
床变成利益博弈的战场，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几个医
生的停职处理，更是对整
个医疗权力生态的彻底重
构。唯有建立独立于利益
链条的第三方监督机制，
筑牢患者权益保护的制度
藩篱，才能避免“胃炎变
胃癌”的悲剧重演。

■首席评论员 董哲

每天工作 16小时岂是“你情我愿”的事
    近日，深圳一名网友
反映，自己到一家甜品店
应聘服务员，发现合同上
竟要求员工一天工作 16
小时，月休仅 2 天。6 月
24 日，该店负责人承认，
合同里的确有这些规定，
“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当地劳动部门则表示，遇
到不符合劳动法相关规定
的情况可以投诉。（6 月
25 日 《新快报》）
    深圳这家甜品店堪称
“血汗工厂”，合同里规
定每天工作 16 小时，月
休 2 天，而时薪仅 13 元。
国家和地方劳动法规中，
对工作时长、休息时间及
最低工资标准均有明确的
规定，每天工作 16 小时
岂是“你情我愿”之事？

笔者认为，这家甜品店的
做法涉嫌违法，当地劳动
部门岂能“装睡”，不去
主动进行查处，而是坐等
劳动者投诉了才处理。
    劳动法规定，国家实
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
超过 8 小时、平均每周工
作时间不超过 44 小时的
工时制度；用人单位应当
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
一日；用人单位由于生产
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
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
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
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
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
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
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
过 3 小时，但是每月不得
超过 36 小时。可见，每

天工作 16 小时，月休 2 天，
显然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而根据 2025 年 2 月
24 日公布的《深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调整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通知》规定，非全日制就
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
23.7 元 / 小时。有人计算
出，该甜品店普通员工的
时薪仅为 13 元左右，也
大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而面对违反劳动法规
的行为，该甜品店相关负
责人竟称是“你情我愿的
事”，无疑是一个法盲。
    其实，无论劳动者“自
愿”或被迫每天工作 16
小时，都无法改变劳动
违法行为的事实，用人单
位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劳动法》第四十三
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违
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的
工作时间；第九十条规
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
处以罚款。而遗憾的是，
当地劳动部门“民不举官
不究”的态度，其作壁上
观等劳动者投诉才处理，
确实令人心寒。
    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容
侵犯，“你情我愿”不是
践踏法律的理由。针对各
种劳动违法行为，首先，
劳动部门千万不能“装
睡”，必须转变工作作
风，主动出击敦促用人单
位纠正违法行为，并依法

予以严厉惩罚，让其得不
偿失；同时，支持和帮助
劳动者依法维权，为他们
讨回一个公道。其次，用
人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劳动
法规，依法合理安排员工
工作时长、休息时间，并
支付合理的报酬及加班工
资等，以充分保障广大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此外，
劳动者也要敢于对违法行
为说“不”，坚决不让用
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得逞。
这样，构建和谐、公平的
劳资关系，类似劳动违法
行为才能杜绝。

■丁家发

食堂被曝使用臭猪肉，罚单之外更需深挖管理“黑洞”
    6 月 23 日，四川自
贡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家
长反映，食堂提供给学生
的猪肉出现发臭情况，市
场监督管理局回应称已将
涉事猪肉送检。次日，富
顺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
通报：证实部分猪肉因运
输过程未采用冷链运输而
出现不新鲜特征，并暂停
供应商公司所有食堂供应
资格，对涉嫌履职不到位
的相关负责人停职检查，
并承诺进一步深入调查。
（6 月 24 日极目新闻）
    近年来，媒体对此类
校园食品安全的报道屡
见不鲜。从江西职业技术
学校的“鼠头鸭脖”，昆
明长丰学校的“臭肉事
件”，再到这次四川自贡
小学的”变质猪肉，都刺

痛着家长和社会的神经。
过期食品，不洁食物甚至
有毒异物的出现，让人触
目惊心。这些事件发生后
的处理结果，无一不是对
供应企业和相关负责人的
罚款、约谈与处分，但造
成这些事故背后的招标漏
洞，监管失职，管理部门
权责不清，责任推诿的工
作漏洞，却鲜有人问津。
    校园作为学生学习与
生活的主要场所，其食品
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身
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家长
与社会期待的，不是亡羊
补牢式的“事后追责”，
而是真正做到对校园食品
的严格准入标准与完备
的监管措施。校园食品安
全的保障，学校才是“第
一责任人”，不能让管理

制度流于形式，更不能依
赖于家长成为“食品检测
员”。
    首先，学校作为学生
日常饮食的直接负责人，
对食品安全重视不足，监
督管理机制存在严重漏
洞。日常管理中，部分学
校对食堂承包经营企业的
经营资质审查及管理不到
位，存在“以包代管，一
包了之”的问题，把食品
监管责任转嫁到供应商身
上，导致不合格的食品流
入学生的餐桌。其次，学
校食堂工作人员的食品安
全意识不够，在食材采购，
烹饪与清洁的过程中，不
能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
范，也是出现食品安全问
题的原因之一。
    此外，不少供应商为

追逐利益罔顾学生安全，
挑选便宜劣质的食材；在
运输与储存过程中，为节
省成本，没有按规定使用
冷链运输，冷藏保存等有
效措施，造成食物变质和
细菌滋生。同时，政府监
管部门的失职也是校园食
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重
要原因。尽管法律明确规
定了校园食品安全的管理
标准，但在实际执行中，
监管部门常常存在检查不
够细致，严格，频率不足
等问题，导致校园食品监
管沦为“面子工程”，让
不良商家和学校有机可
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
为先。政府监管部门要
进一步强化对学校食堂等
关键领域的监管力度，加

强对学校食堂的巡查与检
查，对违反校园食品安全
的行为零容忍，进行严厉
处罚；学校要对食堂承包
经营企业的经营资质进行
严格审查，加强对从业人
员的培训与管理，确保食
品采购，存储和加工的全
过程安全保障，切实构建
起来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机
制，保证食品质量与安全；
社会与家长要继续发挥监
督作用，及时举报和曝光
违法行为，汇聚成强大的
社会监督力量。“守护舌
尖上的安全”，需要政府、
学校，社会与家长的共同
努力，才能确保学生的每
一口“吃的放心，吃的安
心”。

■庞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