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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连日来，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军区南京总
医院副院长黎介寿先进事迹的记者们，为黎介寿的
事迹所深深感动，为广大患者对黎介寿的深情所感
动。他们留下自己感情真挚的感言，辑录如下：

他是患者的定心丸。他从群众中走来，他的一
生就在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群众鞠躬尽瘁。

——人民日报 倪光辉

一辈子一根肠子走到底，一辈子把患者放在心
坎上。燃烧自己，照亮世界。他让冰冷的柳叶刀，有
了温度。 ——新华社 王玉山

一心为民，爱党报国。黎民百姓在心中，是他行
医济世大半个世纪的最好注脚。

——解放军报 毛 俊

尊重生命，悲悯苍生，精益医术。他为病患搭起
座座生命之桥，也成就了不老的传奇。

——经济日报 曹红艳

别人治不了的病症，他绝不放弃！这份责任和
担当，让患者都把让他诊治当做求医的最后一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徐晓羽

他的悲与喜，苦与乐，无不与病人的生死安危息
息相关。这是一个苍生大医的仁心大爱。

——中央电视台 毛财旺

一所好医院，不在于大楼盖得如何漂亮，而在于
有苍生大医。黎介寿的一生很好阐释了什么叫“大
医精诚”。 ——科技日报 杨燕群

他用一股无比巨大的能量，构建我对这个世界、
对人生更加笃定的认识。

——光明网 金 赫

肠是情，是超越世俗、回归生命本初的大爱。他
把责任、医术和医德都融入了人生的九曲回肠。这
是如肠的人生。 ——南方周末 于 冬

他为医学事业奉献了一生，为人民的健康鞠躬
尽瘁，他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尊敬和敬仰。

——东方卫视 谢 倩

把患者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把病人的事看
得比天还要大。这，也许是减少医患纠纷的一张良
方。 ——新民晚报 江跃中

登高自有开阔壮阔处，有信仰和大爱的人，永远
比别人多幸福感，那是站在山顶的境界与风景。

——新华日报 沈峥嵘 陈月飞

知道病人都安然无恙，他才能再次安睡。正是
他的这种“不踏实”，换来了病人的“踏实感”。

——扬子晚报 杨甜子

（据新华社南京 7月 23日电）

他 从 群 众 中 走 来
——记者采访黎介寿感言

黎介寿观看影像资料，与医生一起认真分析病案。 范钦尧摄

黎介寿查

房时躬身与病

人交流。

高铭华摄
黎介寿在训练场为官兵进行病情调查。 杨 晨摄

18 年前，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辛

普森在杀害白人前妻一案中被裁定无

罪后，89%的黑人认为判决公正，53%

的白人则认为判决不公；18年后，美国

社区协警齐默尔曼在枪杀黑人少年马

丁一案中被无罪释放后，同样由美国

盖洛普民调机构发布的调查结果显

示，85%的黑人认为判决不公，54%的

白人则认为判决公正。两项民调结果

截然相反，但暴露出的问题却是一样

的，即美国社会难以愈合的种族伤疤。

从一开始马丁案就被罩上一层种

族色彩。去年2月26日晚，17岁的马丁

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居民小区里行走，因

“形迹可疑”而被28岁的齐默尔曼开车

跟踪，随后双方发生争执扭打，马丁最

后被枪杀。非洲裔民众大多认定，齐默

尔曼跟踪并杀害手无寸铁的马丁，无非

就是因为他是黑人。然而，由于缺乏现

场人证和其他确凿证据，检方未能向陪

审团证明齐默尔曼是出于种族动机而

跟踪并杀害马丁。辩方则坚持认为，齐

默尔曼开枪是在遭到马丁暴力袭击后

进行正当自卫，根据佛罗里达州允许民

众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使用

致命武力自卫的法律，他并无过错。最

后，陪审团于今年7月13日裁定齐默尔

曼的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这一判决

令许多关注黑人民权和社会正义的民众倍感失望，并在美国

各地引发愈演愈烈的抗议示威活动。20日，美国100多个城

市爆发了示威浪潮，一些城市发生打砸事件与阻断交通情况。

马丁案的持续发酵再次说明，种族问题已成为撕裂美国

社会的伤痛。美国皮尤中心一份研究结果显示，至少在经济

层面上，美国种族之间的差距近年来不断扩大。2009年，美

国白人与拉美裔、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之间的贫富差距已扩大

至 20 多年来的最高水平，白人家庭净财富中间值相当于拉

美裔的18倍和非洲裔的20倍。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带来的是

政治的两极化。有美国媒体指出，美国司法体系中可疑的种

族主义根深蒂固、秘而不宣。根据联合国发表的一份调查报

告，美国被关押在监狱里的黑人和被判死刑的黑人比例明显

高于白人，杀害白人被判死刑的黑人是杀害黑人被判死刑的

白人的4倍。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参议员前，也经历过

大多数美国黑人都遇到过的痛苦经历：在商店购物被跟踪，

在路上行走时人们纷纷锁门防被盗。他在 19日举行的白宫

新闻吹风会上动情地说：“35年前，马丁可能就是我。”

早在 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就已宣称“人人生而平

等”。然而，在今天美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

领域，不平等却远未消除。有分析人士指出，种族裂痕、种

族歧视和种族不公等现象在美国社会中深深隐藏且无处不

在。这对于动辄以“法治国家”、“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来

说，可谓莫大的讽刺。希望通过这次的马丁案，美国最终可

以认识到“正己”方可“正人”这个浅显的道理。

撕裂美国社会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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