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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忙乱后，人民
医院的儿科病房迅速恢复了

宁静。接受采访的儿科主任
王吉安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这
里曾经忙乱过。而狭窄的走
廊里，也没有了前些天的隔
离状态，外人进出不用戴口
罩，“因为是常见的传染病，
所以不用那么紧张”。

王吉安举出医院从没有
紧张过的例子，“‘五一’长
假里，中央电视台有记者在
我们这里拍摄我们医院的助
残行动，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这里出过传染病疫情”。

按照临沂市宣传部长的

看法，临沂疫情被扩大，显然
是青岛新闻网记者的责任。
这种消息的扩散，对于正在
发展的临沂经济是非常不利
的。“我们这里有全国第三

大的批发市场，每天来往的
外地客商就不知道多少，这

样的说法不是给我们抹黑
吗？”他说自己已经建议有
关部门对该记者严肃处理。

全国第三大的批发市
场，在与之没有直接经济关
系的医护人员嘴里，也是临
沂的骄傲，这个城市在这几

年随着批发市场的建立而有
了极大变化，仅仅不到4年的
时间，随着批发市场的壮大，
临沂由一个 “破旧的老城”
变成了 “现代化的新城”
———从没有见过这么有自豪
感的城市市民说：“我们生活
得不比北京差。”

这种自豪感，以及害怕流
行病给城市带来的不利影响，
使他们不能接受临沂流行手
口足病的说法，采访医护人员

的过程中，最多的说法是：
“这是常见病，北京也多着

呢。”可是根据来自全国疾控
中心的统计数字，自3月份以
来，临沂手足口病的康复病例
已经477起，按照北京儿童医
院专家的看法，是山东省近几

年来该病再度流行的表现。
而申志斌也开始忙于否

认自己的村子里出过手足口
病的死亡例子。他坚定不移
地说，“我们村从来没有过任
何人得这种病。”而在临沂调
查的山东省疾控中心专家也

修改了以往的说法，他们说，
这个1岁多的孩子，“因为突
然死亡，且未采集到临床标
本，所以不能认定为‘手口足
病’引起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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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指出，截至5月21日，
2007年全国已报告手足口
病病例5459例，死亡2人，
与去年同期2488例相比，
报 告 病 例 数 上 升 了
119.41%。

为及时掌握疫情动态，

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进一
步加强手足口病防控工作，
并印发 《手足口病防治指
南》。

手足口病是肠道病毒
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之一，多
发生于5岁以下的婴幼儿，

可引起发热和手足、口腔等
部位的皮疹、溃疡，个别患
者可引起心肌炎、肺水肿、
无菌性脑膜脑炎等致命性
并发症。目前我国尚未将手
足口病列入法定传染病管
理，缺乏统一的病例诊断与

报告标准。
卫生部强调，各地要按

照 《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
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 (试
行)》开展病例的网络报告;
要加强对托幼机构、学校等
重点地区和人群的疫情监
测和管理;深入医疗机构及
时了解疫情，并鼓励医疗机

构主动报告疫情;要注意区
别手足口病与病毒性脑炎，
开展病毒性脑炎等相关疾
病的监测与调查，确保疫情
流行病学调查的准确性;手
足口病流行地区要在托幼
机构及小学加强晨检工作，

及时发现病例;发现患有
疱疹的患儿，应立即动员
家长对其进行家庭隔离治
疗，直至病愈方可返校;托
幼机构应每日对玩具、用
具等进行清洗消毒，减少
间接接触传播;加强食品

与环境卫生监督工作，减
少手足口病经食品及公共
场所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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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志斌是临沂沭埠岭村
的村支书，如果不知道他的

身份，大家会误以为他是临
沂那群成功的浙江商人中的
一个：打扮和那些浙江商人
没什么两样，开的也是名车。
临沂人民医院和这名支书谈
判的儿科一名负责大夫说，
因为申志斌特殊的气派，以

致大家开始都不相信他是近
郊一个小村的村支书。“我
们以为他和他带来的那群人
都是职业‘医闹’。”

4月30日，就在1岁多的
申朝霞死亡的第二天，申志
斌就率领村里的40多个村

民来到这所医院新扩建的门
诊大楼里，导医员们被他们
最早扒开，因为她们不许村
民们摆放花圈。花圈至少有
十几个，与花圈相衬的是满
大厅撒的纸钱。

这天医院门诊大厅里的

几千人几乎都看见了痛哭流
涕的申朝霞的父母亲，更有
好奇者一直跟着申志斌。

按照申志斌的说法，孩
子的死亡纯粹是医院误诊造
成的———4月27日，孩子第
一天来看病，“当时上吐下

泻”，医院的诊断是肠胃不
好，打了点滴回去了。第二天
未见好转，继续打点滴。第三
天早上来医院复查，结果出
现了脑炎症状，抢救中因肺

出血而死亡。医院负责抢救
的儿科病房主任李志方说：

“其实抢救是到位的。”但当
时那些旁听者听见的是种种
混乱的说法：“临沂开始流
行大脑炎”“一天就病了70
多个孩子，你们根本就没好
好治疗”‘“好多孩子隔离
着，死的不止这一个”。这些

说法，使无数旁听者有了最
初的恐怖印象，这也是网上
的第一个关于此病帖子中
“大脑炎”说法的由来。

孩子死亡报告上，记录
死因是“脑炎、肠道疾病和
手口足病”。因申家不同意

尸体解剖，所以只能进行血
液采样分析。当时有医生觉
得这孩子的脑炎和一般的脑
炎区别很大，所以上了医疗
网站，一查之下发现这和台
湾地区1998年流行的“手口
足病”疫情中的一些病孩症

状极其相似，就添加了“手
口足病”。

申家当天就得到了赔款
的承诺。按照申志斌的要求，
“误诊了就该赔偿”。而医院
始终不承认“误诊”的说法，
专门处理医患纠纷的医务科

的张主任说，医院面对患者
闹事一般是无计可施，“我
们只能同对方谈判，尽快解
决问题，为的是不影响正常
工作”。

但这场纠纷带来的严重
后果，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

料。4月30日，也在看病的
临沂市某幼儿园的老师张俊
英回到单位就把此事告诉了
同事，没有想到，下午就有一
个家长跑来提前接孩子，并

告诉她们，“五一”后也不会
马上来上学，“临沂市开始有
‘瘟疫’了”。消息比张俊英
还灵通。“可能是因为有孩
子，听见这消息格外关心。”
幼儿园、学校于是成为消息
流传的第二级公共空间。
“五一”后，原来有 30

个孩子的大班只来了半数学

生，“瘟疫”的传闻已经不再
限于小范围的流传了，即使
是送孩子来的家长，也都担
心地向老师询问，他们的新
说法是，这种病和“口蹄疫”
没区别，可以通过吃肉传染，
当天，幼儿园就停止给孩子

们供应肉食。“往年此时就

该排练‘六一’的节目了，可
是今年到现在孩子都没来

齐。”张俊英烦恼地说，不过
她又马上安慰自己，“别的
幼儿园也这样，临沂有一半
的幼儿园缺孩子”。
“五一”长假，传闻并没

有消失，并且在假期的最后
一天达到高潮，出现在百度

网上某山东论坛里的一篇帖
子———《危机，危机，大家注
意了，“非典”又来了》迅速
被各论坛转载，“临沂出现
了大脑炎，导致大量儿童死
亡”的说法，终于在临沂成
为街谈巷议的内容。

张俊英说，“五一”过
后，那些家长来幼儿园的时
候，有的给孩子戴着口罩，
有的问她幼儿园是否干脆
停课，她只能表示自己什么
情况都不清楚，唯一的防范
是，少让孩子说话，不让孩

子吃肉。

事实上，早在今年的3月
13日，临沂第一例“手口足

病”的信息被当地的卫生局
通过内部的“疾病检测信息
报告系统”直接上报，无论
是山东省的还是国家的疾控
中心，都始终掌握着临沂手
口足病的发病情况。“他们
为什么没有反应，我们不知

道。”临沂卫生局局长卢廷
祥说。

卢廷祥的解释是，临沂
完全执行了“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传染病疫情不
能由市一级单位通报，而应
由国家卫生部或委托省、自

治区、直辖市通知，所以，他
们一直没有对外界宣布临沂
的“手足口病”疫情。

因为死亡个案的出现，
临沂整个卫生系统的 “五
一”期间更加繁忙。人民医
院首当其冲———卫生局下文

给各个区、县医院，如发现
“手口足病”后一概让患者
进市治疗。“五一”假期，人

民医院一天内能接收几十名
孩子，这些孩子都有相似的

病症：手、脚，包括嘴里面发
出红点，像疹子。

医生们也没有对家长进
行任何疫情的说明，因为他
们觉得，“这病很容易治疗，
属于传染病中不用上报的那
种，并不严重”。

可是家长们对这个封闭
系统充满了怨气，从下面县城
里来的患儿韩耀星的爸爸是
个老实的农村青年，可是这次
孩子的病让他急红了脸：儿子
的“死和活之间就差那么一
小会儿”。他觉得孩子的命完

全是捡来的。他们是到了人民
医院才听说“手足口病”这种
说法，“要是早点知道临沂在
流行这病，我也不会这么晚把
他送医院”。他的说法，立刻
在病房里获得家长们的一片
响应。

5月11日，青岛新闻网的
记者张国勇在看见网上的众
多帖子后，给临沂的疾控中

心、人民医院分别打了电话，
没有得到明确回答，徐同龙

副院长说：“我们的医护人员
没做错，因为疫情不可能由
普通医生来宣布。”张国勇为
了解情况，甚至给114查号台
也打了电话———当然没有收
获。但是，他还是根据自己的
采访和猜想，写下了事后被

80多家网站转载的消息，
“临沂出现不明怪病，多名患
儿死亡”———张的文章成为
最早报道临沂疫情的文章，
但“多名患儿死亡”的说法
和事实不符。

徐同龙至今还对这件事

耿耿于怀，到了这个阶段，临
沂终于进入了消息流传的失
控阶段，那天涌进医院来的
家长患儿挤满了走廊，“有很

多不是得这病的，可是看了
这消息后都吓坏了，发了红
疹就说自己的孩子得了‘瘟
疫’，他们给这病起了名字，
叫‘烂肠子病’，也有说是得
了‘口蹄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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