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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女生在与120接线员通话时报错地
址为位于开封的“明伦校区”，彭女士称，堂妹
大一大二就读于明伦校区，后搬到郑州校区，

“后面可能是被接线员绕晕了，加上头疼不舒
服才说出‘明伦校区’”。

据媒体此前报道，近日，去世女生（小彭）
的父亲彭先生在微博发文称，小彭在5月17
日突发身体不适，曾于当日上午10时27分拨
打120求助，但因地址提供不清，120表示无法
派车。17日中午，小彭的舍友发现小彭昏迷
在宿舍，再次拨打急救电话后，120赶到学校
并将小彭送往医院，此时距离小彭拨打120已
经过去约两小时。

彭先生认为，“从通话中我们意识到120
急救中心一直没有及时派车救治，耽误了最
佳救援时间”。对此，河南大学郑州校区综合
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12点半的
120（救护车）是我们打了之后才派过来的”。

彭先生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显示，小彭
在电话中向120接线员说出了“河南大学郑州
校区”“文苑北路”等地址信息，记者查询地图

发现，文苑北路地铁站距河南大学郑州校区
步行不到2公里。

随后接线员又再次询问在哪条路上，这
时小彭回答：“明伦校区，我头好疼啊。”接线
员听闻后再次询问：“明伦校区在哪？我只
知道有个龙子湖校区。”此后，接线员反复询
问地址，直到小彭疑似病情加重，没有再发
出声音。

据了解，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位于开封，
龙子湖校区位于郑州。小彭为何会说出

“明伦校区”？小彭的堂姐彭女士告诉记
者，小彭大学一、二年级就读于位于开封的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去年五一，小彭曾告诉
她将搬到位于郑州的龙子湖校区学习。“录
音里能听出来我堂妹一开始意识是清晰
的，能说出在哪个校区和地铁站，后面可能
是被接线员绕晕了，加上头疼不舒服才说
出‘明伦校区’。我们都知道河南大学在郑
州就只有一个校区啊。”彭女士说，小彭由
于到郑州校区时间不长，加上疫情封校等
原因，可能对道路地址不太熟悉。

彭女士称，目前已经处理好小彭的后事，
他们现在已经与律师签订委托书，正在等待郑
州市卫健委调查结果，“如果调查结果判定120

有责任，我们将追究到底，无条件追责”。她
表示希望通过追责，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警
惕，并加强急救系统的完善。 （南方都市报）

河南大学脑出血去世女生家属：

若判定急救中心有责任将追究到底

河南大学大三一女生因脑出血打120求救
近8分钟，疑被延误经治疗13天离世。目前郑
州市卫健委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

从该女生拨打120自救到室友回到寝室发
现异常，再次拨打120急救至救护人员赶来，差
不多间隔了近两个小时。事情发生后，郑州市
120接线员的专业性遭到了质疑，认为其未能准
确作出判断，导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那么，遇到言语表达不清，无法准确说出
具体位置的120求助者，作为一名120急救接线

员，该怎样去做？有没有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6月4日，福建省某医院120急救中心调度员杨
晴（化名）告诉记者，她认为，病逝女生生前拨
打 120 的那段 8 分钟通话基本属于无效沟通，
调度员已经知道了大概地址，且知道女生身边
没人，应该先派救护车到学校，这样也不会拖2
个小时那么久。

脑出血是很紧急的状况，虽然不能保证救
护车赶到时这个同学一定没事，但是调度员把
救护车派去学校肯定不会出错，毕竟一条生命

和一趟空车出诊，孰轻孰重还是应当分清楚
的。杨晴表示，这位120接线员思想有点揣测，
大学生基本没有那么无聊打120来闲聊的，甚至
她在女同学没声音之后还教训一番。其实你在
这个岗位上，履行你的职责就可以了，多余的事
不要去做，特别是说“我感觉你没什么事啊”，这
个话语本身就有偏见，先入为主认为女同学没
事。你要知道你是120急救中心，第一个接收到
讯息的地方，除非她是笑嘻嘻不正经地在跟你
开玩笑，否则她一定有事。 （澎湃）

日前，一名网友自称在河南大学就读的21岁女儿“突发脑出血因120延误救治去
世”的消息，受到广泛关注。随后，郑州市卫健委回应，已成立专项调查组，正对该情况进
行调查，调查结果将予以公布。对此，这名女生的堂姐告诉记者，他们正在等待调查结
果，如果判定120急救中心有责任，将追究到底。

■新闻+ 120调度员：应先派救护车到学校

看到网友一面倒地批评，村支书可能还觉得挺
委屈。检查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这不是对防控负
责吗，为啥会被骂？道理很简单，防疫虽然特殊，虽
然要紧，但终归是守护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生活本
身，更不是生活的全部。做事要考虑轻重缓急，不
由分说地本末倒置，肯定会误事，当然会被批评。

小麦夏收是每年收获的第一批粮食，关乎全年
的粮食丰收和物价稳定，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大局，
必须要毫不松懈，颗粒归仓。

但是，小麦夏收的特点就是时间紧、任务重、人
手不足。一方面，农事跟着节气走，收麦如救火，龙
口把粮夺，晚一天都有可能遭遇干热风、强风暴雨
等灾害性天气，影响小麦的品质和产量；但另一方
面，如今，农村很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疫情期间要
请假赶回来收麦子挺不容易，收割机流动割麦更需
要紧赶慢赶。

这样的情况下，人都在地里准备干活了，突然
说拿不出48小时核酸就不准割麦子，这不是典型的
耽误农时，为难庄稼人吗？

肯定有人会说，要核酸证明就去做一下不就行
了，做了再回来割呗。要知道，在很多大城市，几十
步就有一个核酸检测点，但要保证每人每48个小时
就做一次核酸，都是大工程，更何况是在农村呢？
再说，做核酸是为了筛出阳性感染者，降低大家在
生活工作中感染的风险。当地的疫情有到需要48
小时常态化核酸的程度吗？下地割麦子才几个人，
而且是在那么通风，那么宽敞的麦地里，感染风险
又能有多大？

不是说村干部不应该严格执行防疫规定，但是
防控不能忘了初衷。阻击新冠病毒，是为了让人民
群众健康安全，安居乐业，及时收割夏粮，也是为了
让大家端牢饭碗，安心生活啊！明明知道农时耽误
不得，偏偏要在农民下地的时候“找茬”，要么就是
权力欲过于膨胀，手伸得太长；要么就是对疫情没
有正确研判，防控措施简单粗暴，舍本逐末，看上去
是认真负责，实际上躲懒甩锅。

针对如何处理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的关系，农
业农村部已经三令五申，多次强调农村防疫不得简
单化、不得“一刀切”，不可层层加码。严禁以疫情
防控为由擅自设卡拦截、随意断路封村、不让农民
下地，耽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但是，总有些地方
仿佛是读不懂要求，看不明形势一样，设置各种“卡
点”和“堵点”，阻碍春耕之后又来祸害夏收。

究其根本，恐怕还是问责追责不严厉，导致执
行力度不够。很多基层干部都抱有这样的一种想
法：“管得严点总没事，出现了疫情就要‘丢帽子’。”
防疫和农活两手抓，对他们来说可能太麻烦，太困
难了，索性就对“保得住帽子”的问题大抓特抓，甚
至不惜违背政策初衷，破坏农业规律。说到底，还
是没有真心诚意地为群众服务，缺少直面“急难愁
盼”的担当。

要真正落实“防疫不误农时”，杜绝层层加码和
“一刀切”，既要对那些明显懒政，为难群众、强硬冒进
的做法，实行严格监督和严厉问责，也要进一步强调
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让保丰收和防疫情一样，成为不
容有失的战斗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极目新闻）

没有48小时核酸不准割麦
说好的“防疫不能误农时”呢？

近日，网友上传一段视频，河南某地一村民专门赶回老家收麦，人都到地里准
备开始收割了，村支书突然跑了过来，二话不说就让村民先停下来，把48小时核
酸亮一亮，不然不准割麦子。针对此事，记者采访了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负责
人。该负责人表示，农业农村部已经关注到相关情况，要求相关省份认真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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