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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豆姑娘”
与韩书记三次互动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小
王，我问你两个情况，你说你今年
扁豆损失50%，亏了吗？”昨天下
午，在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
议浦东新区全团审议上，上海市
委书记韩正向人称“扁豆姑娘”
的市人大代表、上海红刚青扁豆
生产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总
经理王黎娜提问。这是“扁豆姑
娘”当了四年代表以来，第三次
与韩书记在会场互动了，尤其是
韩书记的那句“有知识的年轻农
业产业工作者是起决定性因素”
的勉励，给了她极大的鼓舞与振
奋。

王黎娜在审议发言中提及
“土地流转”等4个“现状”后，韩
正开始向王黎娜提了几个问题。

“你现在合作社比前两年扩大了
吗？”“土地扩张了吗？”在得到王
黎娜答复后，韩正高兴地说：“人
员没有扩张、土地没有扩张，产业
升级了，就是劳动生产力提高
了！”

“对，我们也计划做青扁豆农
业休闲游的打造。”王黎娜接口
道。

韩正随即告诉她，上海农业
要发展，核心还是要有知识的新
一代的农业工作者，不是简单的
说农民，就像是农业产业的工作
者要有知识的年轻一代，这是起
决定性因素。当然还有其他的一
些要素，比如说土地的相对集中
以及农业现代化的一些制度等
等，“像你们这样大学毕业以后去
搞农业，特别像合作社，上海的农
业就会有未来！”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王
黎娜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会后专
访时表示，这是她当四年代表
以来，第三次与韩书记在会场
的互动了。“第一次第二次会议
时，我都抢到了话筒，第三次遗
憾没有抢到，今年又抢到了，但
每一次我就现代农业发展中的
问题提出审议意见后，韩书记
都会有一些现场的回应，看得
出，他很关心并且非常了解这
个问题。”

王黎娜说，这让她很是振奋，
过去感觉年轻人从事农业比较孤
单，这些年有好转，但创业者还
是非常少，有了书记的鼓励，她
相信会让一批有志者再次关注
现代农业这个领域。“我们需要
创业者、需要农场品营销人才、
生产管理人才，我也相信，年轻
人学习能力强，有知识的、新一
代的农业工作者，一定可以大有
作为。”

王黎娜透露，今年，她计划做
青扁豆农业文化休闲园，构想一
期项目建设，开辟农业科普基地，
让都市人体验农业生产生活，这
亦是城乡互动的一种尝试，并且，
在条件成熟时，将向其他农庄辐
射，农家民宿、农家菜项目也都将
适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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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医院人满为患 韩正参加审议时说三甲医院都应该恢复儿科

儿童看病难“十三五”必须要解决

“医院可以建，但没有医生
啊！”这时候，市人大代表、浦东
新区卫计委卫生监督所所长陈
晓玲“抢话筒”插话，“现在小孩
子都没人愿意学医了！500个高
三学生，前400名都不愿意学医，
为什么？刚才说了，儿科医生收
入低；还有就是风险大。现在一
个规培生博士毕业，第一年收入
标准是3500元，加上年终奖最高
是5000左右，但他做的事情跟住
院医师是一样的。我们规培制度
很好，但前景不乐观。”她的话，也
引起现场许多代表的赞同。

韩正对此指出，这是两个问
题。“一个问题讲收入，首先医生
的收入本身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第二个是医院内部的平衡问
题。据我了解，儿科医生在整个
医院里收入是低的，而且风险
大。因此医生不愿意去了，这就
是医院内部的制度出了问题。”

“这方面既然看到了问题，

就要面对这个问题，必须回应，
应当从制度上研究这个问题怎
么解决，不能说以后再说。如果

‘十三五’都没有回应就不应该
了。”韩正认为，只要我们大家一
起努力，他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
决，从制度上、法律上和分配的
制度上都可以逐步解决。

韩正也坦率地说，当然解决
是有过程的，特别是医生的培养
是有过程的。“电视上看到儿童
医院里的情景，每个做家长的都
揪心。那么大的就诊量，而且还
会有交叉传染的风险，挂一个号
几个小时，孩子在医院里要呆
六七个小时才可以看上门诊，医
生少，看病的人希望和医生多说
几句，没有看上的希望你赶紧看
好就走。所以，这个问题是关系
到下一代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
决。”韩正再次指出：“我们大家
共同努力，这个问题是‘十三五’
上海必须要解决的。”

“儿科医院人满为
患，孩子太可怜了，怎么
解决？”昨天下午，在上
海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
议浦东新区全团审议
时，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主动询问在场的上海市
人大代表、上海市东方
医院院长刘中民。这个

“最热烈”的话题，不仅
引起另一位代表的关
心，也得到了儿科专业
出身的沈晓明代表回
应。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市人大代表、市委常委、浦
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自身就
是一名儿科专家，对于这个现场

“最热烈”的话题，他有几句话想
分别对医院院长、政府部门和家
长说。

沈晓明本科的时候就学的儿
科专业，硕士的时候学的是儿科
专业，读博士的时候也是儿科专
业，毕业后如愿做了儿科医生。之
后，他又从儿科医生的岗位上做到
了医院的副院长、院长。到市政府
工作以后，沈晓明又在市政府分管
了一段时间的医疗卫生，“自认为
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我就选这
个问题作一个回应。”沈晓明说，
他想分别和医院的院长、政府部
门和家长讲几句话。

首先，在沈晓明看来，公立
医院承担了医疗服务的基本面
或者是大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
的作用是当市场失灵的时候要
来补位，“现在儿科医生这个事
情上，市场失灵了，公立医院有
责任来补位。儿科医生这件事
为什么市场会失灵？因为儿科
不赚钱，私立医院不会去干，老
百姓要去看病，必须要由公立医
院来干。”

因此，沈晓明和院长讲的两
句话是：第一句话，你不能因为
儿科不赚钱而把儿科关了。第
二句话，你不能因为儿科医生不
赚钱，而让他的收入比其他收入
有所下降。

“最近几年当中，许多三级
医院先关儿科病房，再关儿科急
诊，有的三级医院里的儿科门诊
也关了，”沈晓明指出，客观原因
是因为出生人口的周期性变化，

“前一段时间上海每年出生的小
孩数只有5万，很多儿科病房住
不满了，儿科‘生意’没那么好

了。但是，人口本来就有自然的
波动，现在已经一年到23万、24
万了，但儿科的资源还是按照5
万配的。”

沈晓明强调，医院不能因为
儿科医生不赚钱，而让他的收入比
其他科室医生收入低。“医院内部
的分配不能按照你这个科赚钱，他
那个科不赚钱，来定收入。”

沈晓明要和政府说的有三
句话：第一，三级医院要强制布
局儿科，没有儿科的要恢复儿
科。恢复不了儿科的，应该要限
制作为三级医院的权利；第二，
儿科要纳入全科医生规范培养
方案，这样儿科医生就不会短缺
了；第三，家长如果有一些儿科
疾病的基本知识，很多小孩是不
用半夜到医院里看病的。可惜
我们政府健康教育的宣教渠道
不够，很多家长对儿童疾病的知
识不够。

沈晓明坦率地说，很多小孩
是不用半夜到医院里看病的，可
惜健康教育的宣教渠道不够，很
多家长对儿童疾病的知识不够，
一碰到小孩哭，小孩发烧，没有
其他选择，马上抱着小孩到医院
里去。“我在医院做院长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个小的研究，晚上十
点以后到医院去看急诊的，85%
都是不需要看急诊的，大部分家
长抱着小孩来，其实就是要医生
一句话：‘没有关系可以回去’，
听完这句话，他们就回去了。我
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热线电话，
这样就能减少很多家长半夜带
着小孩去挂急诊的情况发生。”

“如果医院、政府和家长大
家一起来努力，使得我们有限的
医疗资源能够真正为老百姓发
挥更好的作用，我相信可以渡过
这个难关。”沈晓明说道。

在刘中民结束审议发言后，
韩正书记接话说：“我们刘院长
长期在卫生系统工作，很有经
验。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我
在电视上看到儿科医院人满为
患，孩子太可怜了。这个问题怎
么解决，你有什么好办法？”

“以前计划生育，一家生一
个，所以医学院把儿科系都取消
了，儿科医生来源就少了。第二
个，儿科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儿
科医生的收入很低，但其实儿科
医生很辛苦，导致很多医生不愿
意做了，很多儿科医生都转行
了。”刘中民无奈地说道。

“三级医院都应该有儿科，
应该恢复起来，现在放开两孩
了，未来十年相信儿科医生会很
缺，三甲医院都要恢复儿科，你
这个三甲医院的院长赞同不赞
同？”韩正继续向刘中民发问。

刘中民说：“我们很赞同，我
们是有儿科的。我认为，一个是
三甲医院要开设儿科，强化儿科
的治疗概念，另外，对全科医生
培养当中也要加强儿科的培养，
让很多儿童的常见病可以在社
区解决。”

韩正回忆起小时候挂急诊，
家里都是哪个医院近去哪个医
院，“包括地段医院，都是有儿科
的，可是现在很多医院就没有
了。这个问题‘十三五’要解决。”

他接着说：“有些新开设的医
院没有儿科医生，市里要调剂一
下。医生的培养有一个过程，全
科医生也可以转。至于医生的收
入，在同一个医院应该由医院统
筹，不是说儿科的收入低大家就
转行搞其他的。整容的收入高，
所有人都搞整容去了，这不行。
整容不是救命的事情啊！”

很多医院没儿科“十三五”要解决

医生收入问题应该努力解决

儿科专家沈晓明现场回应

不能因为不赚钱就关闭儿科

一位儿科医生抓紧时间休息。 青年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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