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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黑龙江嫩江

市人民医院 120 急救工作人员到病人家

后，拒绝抬病人上救护车。视频中，一女子

的父亲病重，因女子难以独自将其父亲抬

上担架，便请求救护人员帮忙把病人抬上

救护车，但遭到拒绝说“我们抬不了，没有

这项义务”，双方为此起了争执。此事引发

关注后，嫩江市人民医院回应此事，称医院

及有关工作人员已经向病人家属赔礼道

歉，家属表示理解，涉事的两名工作人员已

被停职。

老人急需送医，120 救护车和救护人

员都赶来了，本应争分夺秒展开急救，并将

老人送往医院。救护人员却称自己不是

“搬运工”，并以“抬不动老人，没有这个义

务”为由，不抬老人。这种做法，说轻一点

是没有职业道德，说重一点就是见死不救。

救护车去救人，用担架抬病人是必须

的。一些医院没有明确车上救护人员有抬

病人的职责是极不合理的。试想，如果有

人在路上出了车祸，路人叫了120，被撞伤

者又没有亲人在边上，救护人员不抬伤者，

谁抬？再拿本次事件来说，这位老人只有

一个女儿在身边，120 救护人员不帮忙抬

老人，谁帮忙？如果救护车上的救护人员

这么“不给力”，那叫来救护车还有什么意

义，不是耽误时间、耽误病情吗？

再说，这些救护人员如果有一点职业

道德的话，哪怕老人再重，也应该想办法把

老人抬到救护车上。就算自己真抬不动，

也该火急火燎地请周边邻居等来帮忙。在

这种情况下，周边邻居怎会不帮忙？然而，

这几名救护人员，试都没试一下，就说自己

没有抬的义务，说明他们根本不想抬。

120 人救护人员“抬不动”，既是一种

失职渎职，也是对“救死扶伤”精神的极大

羞辱。《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

十四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

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第

三十七条更是明确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

中，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

诊治，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由此看来，120 救护人员以

“抬不动”为名不履行救治义务，在刑法上

讲涉嫌不作为，因此而造成严重后果，可能

受到刑罚的制裁。

救治病人不应该有任何推诿和含糊。

近几年，由于救护人员职业素质参差，“抬

不动”事件并非偶发，从而引发纠纷。120

救护中心应该细化救护人员的职责，包括

救护人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该做

的应该如何做，从而防止一些救护人员钻

制度的空子，把病人的安危丢到了一边。

同时，要加强对救护人员的职业教育，提高

他们在各种情况下的应对措施和能力，从

源头防止发生“抬不动”，万一发生了，责任

在谁也要清清楚楚。

120救护人员不抬病人就是“见死不救”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国家层面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体系已经齐备，关键是抓好落实。各地要加快建立

轮候机制，摸清工薪收入群体需求，以需定建，有力有效有序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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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从事家政服务的小时工张姐

选择了年后错峰回家。“节前的活儿太多了，

除夕当天还要去两个客户家里打扫卫生。”

张姐说，这段时间是家政业的服务旺季，工

资比平时要高，还供不应求。40多岁的张姐

在一家家政公司工作，干活儿麻利，打扫认

真，很受客户欢迎，平常的排班也满满当当。

家政服务需求紧俏，不只是节日现象。

据一些家政服务类平台反映，自 2023 年以

来行业就一直稳步回暖，甚至出现用工紧

张。数据显示，据行业协会测算，目前家政

服务业从业人员在 3000 万左右，实际需求

超过5000万。

家政服务业是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的

重要领域，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近年

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养老服务需求增

加以及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居家养老、康复护

理、育婴育幼、烹饪保洁等多样化的家政服务

需求呈现刚性增长，家政服务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此外，家政服务业也提供了大量就业

岗位，对于吸纳就业起到重要作用。

尽管发展迅速，但与百姓的迫切需求相

比，家政服务业在有效供给、行业发展规范、

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还有不小提升空间。说

起“找阿姨”“请护工”等话题，很多消费者都

有一些烦恼，存在着“找不到、雇不起、用不

好、留不住”的无奈。与此同时，消费者的需

求日趋个性化、多样化，人们对家政服务有

了更多期待，比如从普通的打扫卫生、保姆

照料延展为整理收纳、上门代厨、养老照护

等。当前亟须加快推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规范化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要创新家政服务发展模式，加快推动家

政服务业转型升级。长期以来，我国家政服

务业的经营主体以中小微企业居多，又多以

“中介制”模式为主，容易出现人员流动偏

快、专业技能整体偏低、服务质量难保障等

问题。推动家政服务业从中介制向员工制

转型发展，可以说是规范家政行业发展、提

高家政服务供给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

保障家政服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前不久，国

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支

持和引导家政服务业员工制转型发展的指

导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家政企业积极发展

员工制。要将这些针对行业难点、痛点的政

策落实好，为家政服务业转型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制度保障。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和创新，

通过财政扶持、组织培训、税费减免等政策

措施，培育一批品牌性家政服务企业，推动

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还需进一

步完善服务标准、信用体系等配套建设。家

政服务业是家政服务人员直接与消费者打

交道的行业，一项服务是否令人满意、如何

评判、怎样收费等，需要建立起规范统一的

行业标准。近年来，我国着力加强家政服务

业的标准化和信用体系建设，先后发布《养

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方案》，上线

“家政信用查”小程序等。今后，还要积极运

用数字化信息技术，着力完善家政服务制度

规范，创新信用监管与信用核查机制，为人

民群众提供更加暖心的优质家政服务。

家政服务是朝阳产业，事关千家万户的

福祉。相信在政策引导、需求牵引和市场布

局的共同推动下，家政服务业将释放更多活

力，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夏振彬

近段时间，短剧迎来“泼

天富贵”。然而热潮背后，盗

版汹涌。记者调查发现，在电

商平台上，盗版短剧资源泛

滥，价格十分低廉。观众只需

花费几元钱，便能轻松解锁数

千部短剧资源。

某爆款短剧，解锁全剧原

需39.9元，而在某电商平台，

只卖0.1元；在一家网店，仅

需 1.5 元就能解锁 9999+部短

剧，商家已轻松入账数十万元

……盗版短剧，为何成了“香

饽饽”？

首先，当然因为“火”。

短剧，已然成为观众的新宠。

令人咋舌的“造富神话”，吸

引着越来越多人入局其中。盗

版者，自然也“闻”利而动。

其次，简单。曾有短剧制作方

表示，“之前有一部剧，上线

都没两个小时，外面就可以2

块钱买全集了”。为什么？太

容易了。一部原创剧集，从写

剧本、拍摄、后期制作到上

映、宣发，到处都是成本。盗

版则不同，只需点击录屏功

能，或者用一个爬虫软件，人

在家中坐、财从八方来的“生

意”就出现了。

套用网友常用的一个句

式，短剧的版权也是版权。盗

版这事，没得“洗”。不论其

内容算不算优质——即便是一

部烂剧，也受版权保护。眼

下，短剧行业也正加快走向精

品化，盗版肆虐将直接打击内

容生产，污染整个行业生态。

尤其相比其他影视作品而言，

短剧应对盗版有着天然劣势：

更新极快，盗版简单，“生命

周期”短，付费是主导盈利模

式，吸引付费用户必须争分夺

秒……这意味着，着眼长远，

短剧行业很可能成为版权保护

的一块突出短板。

怎么办？技术上加数字水

印，执法上加大监管力度，电

商平台封堵传播渠道，广大网

友提高版权保护意识……正视

问题，凝聚合力，越早出手越

好。

短剧虽短，
版权不容侵犯

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