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二医院，南光口腔医院，恺德医院，市中医伤科医院，天元脊柱外
科诊所，市水务集团，新奥燃气株洲分公司，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聂炜律
师，市心理学协会，安利（中国）株洲分公司，俏皮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免费送书法作品的肖文中、龙建新、师才俊，时光钟表行，修伞师傅胡伏
秋，晚报志愿者郭北莉、雷芳主（理发），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株
洲市馨湘艺文化志愿者联合会，姜汤大姐韩无盐，领动机器人，飞客机器
人，沿河社区，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微笑志愿者服务队”，晚报红
娘，株洲日报社发行部，株洲智慧融媒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活动现场，73岁的李爹爹找到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的聂炜律师，
讲述了自己的一件烦心事。

今年 7 月 13 日下午，李爹爹因
牙痛，到自家附近的一家牙科医院
看牙，医院当时给他照了片，称可以
拔牙。

“我当时跟医生说，我有糖尿
病，不能随便拔牙，会止不住血，但
医生称可以拔。结果那颗牙齿被拔

后，一直止不住血，医生只是用棉花
止血。好不容易止住血了，但是拔
牙的部位一直肿痛，两个月后仍未
痊愈，我每天只能喝粥。”李爹爹说，
后来他去了大医院检查，医生称，糖
尿病人确实不能轻易拔牙。

对此，聂炜律师建议李爹爹收
集好病历资料，向卫健部门反映，维
权求助。

（记者 贺天鸿 姚时美）

2019 株洲晚报读者服务团“社
区嘉年华”大型公益活动进行到第
二场，俏皮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
入到活动中。

这是一家专业从事羊乳制品产
业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深受广
大消费者的好评。公司热心公益慈

善活动，曾组织员工多次到敬老院
慰问老人，每年都会对困难人群展
开帮扶。2017年宁乡洪灾，公司向
芒果微基金捐款 200 万元，用于赈
灾。

活动现场，众多市民都免费品
尝了“俏皮羊”的羊奶。

活动现场，市心理学协会 5
位心理疏导师为 30 余位市民提
供了心理咨询服务。

市民李先生带着儿子专程从
天元区赶来。据悉，李先生的儿
子小强（化名）今年12岁，正处于
青春逆反期。不管老爸提出什么
要求，小强都会强硬反对，这让李
先生感到非常苦恼。最终，经过
疏导，李先生一定程度上认同了
小强的诉求，而小强也理解了父
亲的良苦用心，两人之间不再剑

拔弩张。
“不要要求孩子完全服从父

母的意志。”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
总站首席专家丁光木表示，生活
中不少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比较

“霸道”，缺乏对孩子诉求的倾听，
强硬地要求孩子全盘服从自己，
这样做不但影响孩子自主意识的
成长，而且容易引发孩子更强烈
的抵触情绪。家长应该仔细考量
孩子的诉求是否合理，再和孩子
进行理性交流。

经疏导，紧张的父子关系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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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咨询、理发、推拿……
晚报“社区嘉年华”免费服务暖人心

▲“晚报红娘”吸引市民 记者 刘震 摄

▲小朋友体验智能机器人项目 记者 刘震 摄

▲现场表演精彩纷呈 记者 刘震 摄

患“怪病”得到及时诊断

“我这个大拇指动不了，是怎
么回事啊？”现场，市民张先生介
绍，几个月前他的右手出现了轻
微的胀痛，最近右手大拇指突然
动弹不得，一直没有好转。

经市中医伤科医院手足科医
生检查，张先生被诊断为腕关节
综合症，也就是俗称的“鼠标手”，

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张先生的病情已经发展到

了中期，如果不及时治疗，大拇指
可能会失去正常功能。患这种病
主要是因为手腕过度劳损，‘鼠标
手’初期症状主要是夜间手部胀
痛、麻痛，如果市民出现类似症
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医生说。

12月7日，2019株洲晚报读者服务团“社区嘉年华”大型公益活动
在芦淞区沿河社区希尔顿广场举行。

本场活动，由株洲晚报主办，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承办，南光口
腔医院、万博珑石峰建材市场、安利（中国）株洲分公司、俏皮羊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沿河社区协办。

当天下午的希尔顿广场欢声笑语，歌声飞扬。文艺表演，红娘相
亲，钟表、伞具维修，理发，法律及心理咨询，义诊及推拿，书画家赠作
品，幸运大抽奖……各类活动精彩纷呈。今年的“社区嘉年华”还延续
往年传统，融入“新思想进基层”宣传宣讲活动内容。

其中，知识抢答赛和幸运大抽奖的奖品，由安利（中国）株洲分公
司、南光口腔医院、俏皮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友情赞助。

“俏皮羊”助阵，市民免费品尝羊奶

老人讲述烦心事，律师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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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发烧、头疼脑热，想去医院怕麻烦，但又想获得一些治疗建议，很多人会选择在网上搜索。
“合理饮食，适当户外活动，每天10到15分钟最为合适。”“不要滥用抗生素，谨遵医嘱。”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些看似专

业，并冠以某某医院某某医生头衔的回答有可能是非专业人员以每条1.5元左右的报酬复制、粘贴、编造的。专家表示，用药、
治疗建议直接关乎百姓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部分医疗信息网站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整治。

问诊信息竟然“自导自演”
网上求医问药藏着这些“坑”

医疗类平台应承担内容审
核责任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
保障研究室主任陈秋霖说，互联网医疗行业
发展对于缓解医疗资源稀缺、分布不均等具
有重要作用。但现实情况是，借助互联网技
术改造挂号、缴费等医疗流程辅助业务已较
为成熟，但涉及看病诊断等核心业务时，则
往往容易出现各种乱象。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赵
鹏表示，互联网时代，网民通过互联网这一
更为便捷的渠道获取医疗信息是一个趋势，
但医疗行业直接关乎百姓健康和生命安全，
相关监管举措应考虑到其服务的特殊性。

加强互联网医疗行业监管已成为全社会
共识。早在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关于
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其中
提道：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等第三方机
构应当确保提供服务人员的资质符合有关
规定要求，并对所提供的服务承担责任。“互
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产生的数据应当全程
留痕，可查询、可追溯，满足行业监管需求。

除更给力的监管举措外，陈秋霖说，医疗
信息网站也应加强行业自律，切实担负起对
所发布信息的审核责任。

（据新华社）

有一些回答明显就是复制粘贴的

记者发现，多个医疗信息网站都宣称，相关回答来自
专业医生。某医疗信息网站首页显示，“万名三级甲等临
床医生在线为您解答”，另一家网站首页则显示，“已有
145588名医生加入”。

在某医疗信息网站，记者看到一个问题为“脾脏增大
4.3厘米，请问一下能治疗吗？”有4名解答者认证为医生，
包括医生照片、医院名称、职务等信息。回答建议包括“您
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建议您定期复查就好”“建议你平
时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不要熬夜劳累，忌烟酒”。

对于医疗信息网站带来的看似便利，一些用户存有疑
问。上海市民胡先生说：“有一些回答错别字比较多，还有
一些明显就是复制粘贴的，感觉我也能在网上回答这些问
题。”

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求医问药

“6个月宝宝嗓子有痰咳嗽怎么办？”上海市民周小姐
在某医疗信息网站搜索关键词“6个月宝宝、咳嗽”，就看
到这一问题及相关医生回答。周小姐说，作为年轻妈妈，
有些紧张，所以格外小心。“碰到相关疑问，都会在网上搜
索一些建议，感觉有些还挺靠谱的。”

随着人们对自身和家人健康越来越关注，加之生活节
奏较快，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上医疗信息网站寻求建议。
上海市民胡先生说：“一般一些感冒发烧的小毛病会在网
上搜索，根据建议买些非处方药。”

“一条问答1.5元，一天能赚150元”

随后，该群群主给记者发来一个链接，并附
有账号和密码。登录该平台后，兼职者可以在平
台领取题目，题目包括“畸胎瘤和巧克力囊肿的
区别”“卵巢巧克力囊肿是肿瘤吗”“流感后身体
虚弱怎么办”等问题。和测试试题一样，也需要
兼职者编造病人信息、医生建议等。群主表示，
经过审核后，编造的问答就会出现在医疗信息网
站上，按每条 1.5 元支付报酬，每半个月结算一
次。

“一条1.5元，多的时候一天能赚150元。”该
群一名兼职者对记者说，“少的时候一天能编十
几条，多的时候100多条。”据了解，该兼职者是
某高校社会学专业大二学生，没有任何医学专业
基础。

“把在网上搜索到的答案改一改，比如加个
‘了’‘的’，或者把‘和’改成‘以及’，把‘因为’改
成‘由于’就能通过原创度审核。”该群另一名兼
职者表示，“入坑”半个月后，他放弃了这份兼
职，“主要是觉得挺坑人的，问题答案都是复制粘
贴，也有的是瞎编乱造的。”

“主要是为了把平台流量做起来。”谈起相关
平台为何要编造问答信息，兼职群群主说，通过
已有问答信息引流，让患者来到该平台，从而进
一步引导患者使用平台的付费咨询业务。在各
个医疗信息网站和APP，记者看到，各家均开设
有付费咨询业务，每次咨询价格少则二三十元，
多则一两百元。

“兼职者”既扮演患者又出演医生

“医疗信息网站兼职，答案在网上找就行，每天至少
80＋”，此类招聘兼职信息在网上较为常见。这种“问答兼
职”究竟是怎样的工作？

记者按照相关招聘信息，加入一个名为“养生采集”的
群，该群已有400多名“兼职者”。群主给记者发来一份测
试题目，并称“网上搜搜相关内容，把句子修改一下就行，
只要经过原创检测，就能兼职。”记者看到，这份测试试题
要求测试者以“怀孕产检”为主题，既要扮演患者，提出问
题，又要出演医生，给出举措建议，但对于“求职者”没有任
何资质审核。

记者编写问题“我今年32岁，怀孕4个月需要做哪些
产检项目”，并以医生口吻回答“需要做常规检查、唐筛”等
信息，顺利通过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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