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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美书

☆话题背景：

九年前的
“5.12”，我 国
发生了汶川大
地震，好像那
前后，美国也
发生了一次重
大灾难事件。
时 汶 川 地 震
后，从中央到
地方，各级领
导迅速赶赴灾
区指导抗震救
灾，而美国灾
难发生后，美
国总统正在弗罗里达度“周末”，该总统完
全“按步就班”地度完假后，才飞到灾区处
理相关事宜。有论者对此发文说我国如何
如何而美国如何如何，意思是我国在这方
面先进极了，而美国却不怎样。

对这种基于不同国情的领导人风格迥
异的行事方式，笔者没资格说三道四，而且
两国有关应急体制机制确有不同。笔者之
所以引出这段话，其实是想说，在我国愈是
高级领导，在有关灾难面前的表现就愈益
焦虑、紧张、高速、迫切，千方百计尽其全力
减轻民众之生命财产损失。但到了基层，
或上级领导不那么重视或暂时重视不到的
方面，有关人员的表现却不是那么具有紧
迫感了，“领导出差”、“领导不在”便成了其
不作为的常用借口。笔者在此也不想对

“领导不在”这类说辞进行评判，因为“领导
不在”不管是不是发生在周末，但它有时确
实不是借口而是实情，因为领导也是人也
需要下班休息。

需要注意或警惕的，是一些部门或单
位对“周末”概念与权力的乱用与滥用！

周末，一般理解，在我国，是法定休息
之日，含星期六与星期日两天。但是，众所
周知，并不是所有社会机构或社会成员都
能在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两天内享受周末假
的，这些机构或成员，多到我都不想例证，
他们所能享受的，不是“周末假”，而是“轮
休”，也即根据工作需要或单位安排，在周
一周五之间连续或分别休息两天。

譬如话题背景中的华山旅游集团，就是
一个没有“周末”而只应有“轮休”的机构。
其原因或道理非常简单，华山旅游集团，是
一个窗口服务型企业，每到周末之时，游人
更多，生意更好，在这个时候集团领导不坐
阵办公室或到现场指导协助工作而是“不上
班”，怎么看都是有问题的。即使华山旅游
集团安全按照正常规定作息，在周末这种游
人高峰期，也应安排有领导值班，否则，就是
不作为！当然，我们大体上亦可猜测，华山
旅游集团是一家国有性质类企业，如果是一
家民营企业，就可能不会发生这种死者家属
上门了还找不到人的情况。

如果向社会公众调查一番，有没有因为
周末办事而遇到“领导不在”或“周末不办理”
的情形，想来大家都是遇到过的。现在全国
各级各地政府推行的“政务中心”，同样流行
的是“周六周日不上班”。我不知道这些政务
中心是否想过：我们的社会中，相当多的人都
是周一至周五上班的，惟有周六周日才有时
间去“办事”，可有时间“办事”时，该办事的政
务中心却关门休息了，想要办成事，不得不在
周一或周五期间向单位请假。

笔者以为，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健全、文
明发达，总是以行事是否“方便”为其标志
的，有如我们的民航、高铁、地铁，不管是技
术水准还是态度服务，对我等百姓来说都
很“方便”，所以我们为其点赞。而对于各
级各类“为民服务”的机构来说，其办事就
绝对不能以自己的“方便”为标准而应该是
以民众是否“方便”为其标准。如果各级各
类机构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哪怕仅
仅从“服务时间”上为人民群众大开“方便
之门”，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就会
低得多，社会生产效率效益就会高得多，而
包括“为民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全体
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也会高得多。

西安一大学生（2017 年 5 月）14 日爬
华山途中跌落山谷遇难。学生家长赶到
华山景区了解情况，华山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周末领导不在无法
处理。警方已介入调查。

［人民日报（微信）5月17日消息］

警惕“周末”概念与权力的滥用

8年行程6万公里惠及6千名农牧民——

“高原度母”的漫漫驱虫路

见到单珍卓玛，是在护士节这天的早上，她
刚在北京接受了“全国优秀护理工作者”的表
彰，匆忙赶回自己工作的州人民医院。

晨曦微露，她一如既往又开始了忙碌的一
天：白衣燕帽，穿梭病区，静静倾听每一位包虫
病人的陈述，不时用流利的藏语与患者交流，

“她是全院为数不多的既通牧区话又懂农区话
的藏汉双语护士”，肝胆一科科室主任杨康明的
一句感慨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本报见习记者 李娅妮

一张神奇的嘴

快、稳、准，一语中的——单珍卓玛的这张嘴，劝说起病
人和家属特别有“一套”。

她嘴上的“这套功夫”得来可不容易。从2011年开始，卓
玛跟随义务医疗队筛查包虫病患的行程达6万公里，足迹遍
布石渠、白玉、新龙等我州包虫病高发之地，6000余名农牧民
因此而免于“虫癌”侵袭。

这些年，她和她的团队走乡串户，摸索出一个又一个金
点子 —— 对于“一字不识”的农牧民群众，采用编制包虫病
健康教育双语手册、视频的方式，从根本上打通了包虫病健
康宣讲的“最后一公里”。

凭着这一套“好口技”，她多次在危急时刻一展“唇舌”。
有一年，卓玛随州医院惠民项目办参加义务医疗救助行

动，接诊了一位白玉县身患囊型包虫病的晚期病人。B超显
示的类似水母的透明球体型囊肿，让原本准备动员病患进行
手术的护士畏了难。

卓玛主动“挑起大梁”，欣然接过这份“磨嘴皮子”的工
作。她把手术过程中囊肿破裂将会导致大量寄生幼虫涌出
的意外情形比作“装有水的气球突然炸裂……干净的土壤可
能会被包虫病的种子再次污染”，陈清利弊的直白说明竟换
回了病人的一纸手术同意书。

有一次，阿坝州一名患上了泡型包虫病的僧人慕名前
来，康复回寺；石渠一名囊型包虫病女患者，在接受手术后，
体重瞬时减少了30斤，“我把那一肚子包虫所占的分量给她
比划了又比划，没想到她术后服药的医从性比以前好了不
少”，卓玛说，在术后随访中，这名女患者按时服用阿苯达唑
起了作用，“包虫病的种子没能在医生修复后的新土壤上肆
意妄为”。

众所周知，包虫病是种人畜共患寄生虫病，最重要的传
染源是狗，然而传统观念桎梏导致在藏区敞放宿主犬只四处
流窜，死亡率高的“虫癌”一度在我州长期流行肆虐，护理界
有种说法：“做护士难，做藏区护士很难，做藏区包虫病治疗
中心的双语护士更是难上加难”。

通晓藏语只是第一关，怎样转变农牧民群众普遍存在
“看病先打卦，吃药不动刀”的就诊意识，才是挡在病人与医
护人员之间的一座大山。“有时做不做手术、什么时候做手术
甚至都不是患者本身能做决定的”，卓玛及其团队便把“包虫
病防治大讲堂”摆进了寺庙，僧众也成了“同心同向·共筑包
虫病防治健康之路”的忠实听众。

从改变科室管理模式，规范护理质控方式着手，创建医
院第一个品质管理圈“雪域天使”，协助完成科室管理工作及

“医院感染控制”，着手编写包虫病护理常规资料……卓玛深
知护理的角色变了，“不仅是生命的守护者，更是健康的教育
者、传播者、咨询者”。

卓玛的记忆中，那是一个
刻骨铭心的冬天。

2016 年冬，当“石渠模式”
摸索出的“两抓四管六结合”包
虫病综合防治经验被中央、省
点赞推广，五省藏区普遍借鉴
复制时，卓玛所在的州医院肝
胆一科接收了一位与众不同的
泡型包虫病人，年仅 22 岁的拥
章，不久她将在这里接受全国
地市级医院首例肝泡性包虫病
自体肝移植手术。

这位来自石渠县蒙宜乡牧
区的藏族姑娘从筛查到入院，

卓玛都冲在术前术后护理任务
的“前沿阵地”，身为护士长的
她每天为拥章抽血、打针、发
药、测体温……双语护士昂曲
措带着拥章去泡温泉，主治医
师陈颖和拥章定下了“君子契
约”——康复即换德克士全家
桶……科室 23 名医护人员几
乎都教过拥章的丈夫日洛如何
注意个人卫生和防护包虫病的
必要性。

1天，2天，3天……经过全
院整个医护团队40多个日夜的
激战，经过华西医院王文涛教

授长达 15 个小时的手术，卓玛
全程亲手护理的拥章康复出
院。离院前，拥章紧紧拉住卓
玛的手说：“你是真正的‘卓
玛’，我们的‘度母’（救苦救难
的女神）”。

“天下之爱，并无二致，要
像爱亲人那样爱病人。”回想当
时那一幕，卓玛提起了在念川
北医学院时许下的从医誓言。
这些话，这些年，一直牢牢记在
她的心头。

相比异体肝脏移植，自体
肝脏移植的优势在拥章术后康

复阶段尽显，在切除病灶后，她
的肝脏功能日渐恢复正常。相
较于费用昂贵、肝源稀少的异
体肝脏移植，拥章不会因术后
产生的排异反应而终身服药
——“这是团队极其明智的决
定”。卓玛欣慰地表示。

肝胆一科被外界称为“虫
科”。在这里工作，每天要面
对很多包虫病患者，接触数量
庞大的农牧民群众，也要时刻
面临下基层走访疾病高发区
被传染的风险。然而，卓玛一
干就是8年。

一个刻骨铭心的冬天

谈及自己的工作，卓玛感
慨万千，“我虽然是个根正苗红
的‘医二代’，但有时更像个劲
头十足的‘牛场娃’。从小我就
有个当医生的梦，现在心中也
住着个‘甘孜藏区再也没有包
虫病’的梦”。

这是一个令卓玛时刻神经
紧绷、发条上满的梦。

2011 年，跟随州医院首批
包虫病防控医疗队出征的场
景，卓玛至今记忆犹新：“送行
的人千叮咛万嘱咐，他们觉得
我们就是‘敢死队’！”

“没有战火，却可能随时倒
下。”卓玛的记忆中，“征战”包

虫病的每个日夜都是在与死神
争夺生命的较量……

医疗队正式接诊包虫病患
者，她扶起蜷缩在门边的病人，
第一个冲到 B 超机旁，成为医
疗队与包虫病患者“零距离”接
触的第一人。

50多斤的洗消器具在她的
肩头留下淤青，数个不眠的夜晚
打乱她的作息时间，泡面、矿泉
水、睡袋、帐篷成了她的“后勤卫
士”…… 卓玛和队友在并肩奋
战中创造了“日均收治病人最
多、包虫病治愈率最高”的纪录。

然而大家并不知道，卓玛
竟然也是一名包虫病患者。当

年在筛查病人后的一次常规体
检中，她就被发现患上了肺包
囊虫病，那时病体已有鸡蛋般
大小；知晓病情后，她选择保守
这个“秘密”直到所有工作交接
完成后再接受治疗。

面对这一次又一次的急难
险重，卓玛却坦然说：“现在不
只是感同身受，以后给病人宣
讲时可以现身说法了”。

说起女儿，妈妈阿泽医生
很有底气：“卓玛你就负责把病
人治好，我就把负责把娃娃给
你带好……”。

提 及 妻 子 ，身 为 警 察 的
丈 夫 很 心 疼 也 很 骄 傲 ：“ 她

很多时候比我都忙，不过救
病 治 人 时 的 她 特 别 漂 亮
…… 只 要 一 有 空 ，我 也 会 帮
着 卓 玛 翻 译 些 包 虫 病 的 健
康宣传资料。”

卓玛在新年晚会上自编
自导自演的藏汉双语小品《包
虫病风波》让这组数字说了
话：8 年，是卓玛漫漫驱虫路的
一个片段；6 万公里，是卓玛从
护士到病人心中“度母”的距
离；6000 名农牧民群众，是卓
玛悠悠总关情的亲人。在藏
区抗击“虫癌”，31 岁的单珍卓
玛从未停步。
（本栏图片由丹珍卓玛提供）

一个再也没有包虫病的“梦”

单珍卓玛与患者家属沟通。

单珍卓玛领奖。

单珍卓玛及其团队。

单珍卓玛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