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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下午，济南一名疑似精神疾病患者
手持菜刀疯狂砍向一名4岁男童，致使男童
不治身亡。悲剧发生后，精神疾病、暴力倾向
等词语一时成为泉城市民讨论的热点。

“对于精神疾病而言，早期干预非常重
要。”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杨红梅介绍，
即便是已知的精神疾病患者，早发现、早治疗、
足剂量、足疗程，复发率也会低很多。由此可见
家人护理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重要性。

杨红梅说，作为监护人应该负起监护责
任来，家人应该把精神疾病患者照顾好，让
其定期服药，使患者无心理负担，这样才能
恢复好。但目前，不少精神疾病患者家庭做

得还很不够。
如果家中有精神疾病患者，家人该如何

照顾他？如何控制患者病情？如何尽早发现
疾病复发？对于这些问题，本报“空中诊室”
栏目特邀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杨红
梅和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主任朱君
参与交流。

“空中诊室”是本报和省卫生厅联合创
办的大型公益性新闻服务专栏，组织省城医
疗专家定期免费进行电话义诊。读者届时可
拨打96709211与专家进行直接交流，也可提
前拨打电话，我们将如实记录您的问题，并
请专家解答。 (记者 高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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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3日下午，在济南岔路
街小区，一名老人突发精神病，向她10
个月大的外孙女挥起了剪刀，剪断了孩
子的双手。恢复神志后老人追悔不已，
又拿起剪刀刺向自己的气管。此事一经
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老人的女儿魏
女士说，事发后母亲经过简单的医治就
回老家了，并没有住进精神病医院。

□今年7月6日下午，济南BRT1号
线公交车上，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
持刀上车，扬言要砍死乘客，让一车人
惊魂。

□2010年3月至5月中旬，江苏省常
州市发生5起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例
如：3月15日，29岁、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杨某
将奶奶砸死；4月12日，邳州人衡某因“怀
疑”邻居沈某等人辱骂他，持斧头砍死砍
伤沈某家5人。

□2010年5月12日，陕西省南郑县
圣水镇幼儿园发生凶杀案，造成9名师
生死亡、多人受伤。肇事者是一名疑似
精神病患者。

□2010年12月，宝鸡市陈仓区桥镇
花园村一村民家遭“武疯子”(具有暴力
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袭击，一家四口1死
3伤。

□2010年9月，武汉市硚口区长丰
村一名“武疯子”将路人乱砍20余刀，致
人重伤。

□2011年9月13日，西安市民李女
士在位于骡马市的兴正元广场逛街时，
被一个“武疯子”砸晕。据了解，该患者
已在此处多次犯事。

○相关链接

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

家人若患精神疾病，该咋照顾？
今天上午可拨96709211问专家

时间：7月27日上午10点—11点

专家：

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杨红梅

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主任朱君

空中诊室热线：96709211

谁来保护我们的安全？
□本报评论员 赵世峰

悲剧总是以相似的剧情来挑战我们
的神经。

2012年6月12日，济南6岁女孩刘佳儒
失踪，6月14日警方查明，小佳儒踩破严重
锈蚀的覆盖化粪池口的油桶盖不慎溺亡。
7月21日晚，泰兴市12岁男孩楠楠在表姐
的陪同下上街，在经过该市鼓楼中路与长
征路交叉路口时，楠楠的手触到了人行道
红绿灯信号杆，瞬间被击倒在地。前天，济
南槐荫区明星小区健身小广场上，独自玩
耍的4岁男孩小宇突然被一名陌生男子砍
杀，不治身亡。

近期公共安全的一系列恶性事件给
公众带来了不安。正如市民刘丽所言：这
种悲剧该怨谁呢？

是啊，该怨谁呢？综观这些不幸事件，
无辜的受害人甚至连事故责任人都找不
到。但是仔细分析，这些“天灾”终归肇端
于“人祸”。不管是公共基础设施缺失，还
是疑似精神病人的收治，都关乎整个社会
安全机制的完善。事件之后，除了“该怨
谁”的拷问之外，还应该问一声，如何避免
悲剧的再次上演？

首先，应该从制度建设上加以保障。
小宇的悲剧，再一次提醒人们，社会对于
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收治，不应该再流于

“自然状态”。在这个事件中，无论是受害
方还是施害人，从根本上讲都是“受害
人”。帮助那些有精神病人的家庭，才能从
根本上解除精神病人对社会的危害。

其次，相关部门的责任感也是保证公

共安全的基础。正如小佳儒事件之后，媒
体掀起的“寻找吃人黑洞”行动，一些多多年
无人顾及的马路黑洞，都得到了修补。很
多时候，相关部门更多关心的是“管辖权”
和“经费”的问题，而不是人命关天的问
题。当然，各部门之间责权界限的混乱，也
同时折射了政府管理上的漏洞。

再回到小宇遇害事件上，城市管理者
应该设身处地为精神病人家庭和被害者着
想，积极作为，从制度建设和人文关怀多层
面着手，加快推进城市公共安全建设。

公共安全，代表着公众的切身权益，
无数人的生死安危系于公共服务管理者
的转念之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安
全隐患也将随之递增。急促的社会转型，
日益加大的社会矛盾，都增加了公共安全
隐患。城市管理者必须时刻绷紧公共安全
这根弦，建立并完善城市公共安全的监管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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