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辆全年无休的“救护车”

救护车失控的背后

救护车里坐的竟是毒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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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失控的救护车踩下刹车

“要加大惩处力度。在
国家和行业层面不断加以完
善法律制度、行业标准，尤
其是完善对‘黑救护车’等
问题车辆的查处制度，明确
相关责任人员的民事、行政
以及刑事责任。同时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要加强对本单位
救护车的管理，杜绝违规牵
线等违法违纪行为。”刘智
慧建议。

“不能让所有救护车都
享受特殊路权、横冲直撞，非
急救车辆应当遵守交通规
则。”云南省昆明市某医院主
任医师徐翔表示。

耿方认为，民营医院要
管好自己的救护车，做到车
辆台账数据化可控。仁济医
院救护车管理员张瑞告诉记
者，“我们医院现在出台了相
关管理规范，并且给两辆救

护车安上了GPS定位器，他
们只要动车就能被发现，可
以实时查看车辆的位置，公
里数等。”

“GPS定位等数据手段
是比较有效的，值得推广。
但是不能只是医疗机构自己
监管，卫健委、公安等官方部
门如何介入值得思考。”耿方
表示。（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
名）（北京日报）

救命车竟成“运毒车”
起底你不知道的救护车乱象

救护车是医疗机构的特殊用车，只能用于抢救、转运重伤病人员、
处理紧急疫情及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在执行紧急任务时享有车辆避
让、行驶应急通道等特殊的道路通行权利。目前，公立、民营医疗机构
都有救护车相应配额。

然而，本该用于救人性命的“生命之舟”，近年来却频频被犯罪分
子利用，隐患巨大。

救护车使用中出现了哪些问题？问题的背后暴露出怎样的管理
漏洞？如何给这些失控的救护车踩下制动？为此，记者展开调查。

“哪家医院的救护车？
请出示一下证件。”

“车上拉的谁？去哪
儿？请下车接受检查。”

“包里是什么？就是
他！抓住他！”

2022年5月7日凌晨，
在河南省某高速路出口，一
辆救护车被拦下，经盘查，
车上的“瘾君子”王某被公
安民警抓获，并从其身上搜
到毒品约50克。据王某交
代，这是他第三次乘坐救护
车前往濮阳买毒品。

“当时也找了出租车，
他们不去。想到救护车比
较方便，听说卡点也不拦，
我就找到了司机代某。”王
某交代，经人介绍，他联系
到了在林州市仁济医院开
救护车的代某。

经过公安机关查实，
2022年1月至5月期间，司
机代某驾驶这辆救护车，三
次运送王某从林州市前往
濮阳市购买毒品。据悉，每
完成一单，王某都会支付代

某1000元至1500元车费。
“基本就是跨市送人，

赚点路费，路上也没人会查
或者拦我。”代某交代，此
前，他用救护车“拉私活儿”
的时候，从未遭遇任何卡口
检查，基本畅行无阻。

案件移送到河南省林
州市检察院后，该院以非法
持有毒品罪对王某提起公
诉。随后，王某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
万元。

安阳市检察院第二检
察部主任耿方在审查材料
过程中，对该案的涉事救护
车更为关注。涉事救护车
由林州市卫健委审批，属于
仁济医院。该医院主要从
事显微外科，治疗创伤骨
折、椎间盘突出等病症。

2022年 11月中旬，耿
方团队决定从这家民营医
院入手，对救护车使用情况
展开调查。同月20日，安
阳市检察院正式成立调查
组。

11月的气温已经降至
零下，安阳市检察院检察干
警杨利芳裹上大衣，前往交
警、卫健委等部门调取案件
证据。

通过调取高速路段道
路监控记录发现，仅仅一年
间，代某开着这辆救护车跨
市区 320余次，跨省 40余
次。而医院出车记录显示，
代某真正执行医院的救护、
转运任务仅仅是个位数。

在接受检察官询问时，
仁济医院副院长韩明表示，
疫情期间，由于转运任务，
医院需要一辆救护车。代
某自愿出资购买车辆，车辆
的维护人员、实际使用者均
是代某。

“代某不是医院人员，
我们不支付他工资，这辆车
大部分时间都是他自己使
用。一般医院救护车钥匙
都放在导诊台，但是代某的
钥匙是自己管的。”仁济医
院后勤部门负责人张瑞
说。当耿方问起救护车管
理制度，该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不知道，不清楚。”

“完全属于脱管状态，
救护车不能想拉啥就拉
啥！”2022年12月12日，安

阳市检察院向安阳市卫健
委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对
全市登记在册的救护车进
行全面排查整治。

安阳市委高度重视，明
确批示尽快查清全市救护
车管理情况。同月24日，
安阳市卫健委下发核查通
知，并成立六个督查组，对
53家医疗单位504部救护
车进行摸底排查。“我们详
细调查了所有救护车辆的
车牌、登记使用情况、行程
里数、喷绘标识、警报器安
装情况等信息，发现多辆救
护车存在监管漏洞，部分车
辆违规挂靠民营医院。”安
阳市卫健委负责人表示。

2023年1月，经过全方
位排查，督察组发现有145
辆问题救护车。与代某车
辆情况相同的“违规挂靠”
车辆多达6辆。其中，安阳
明一骨科医院就有3辆救
护车违规挂靠。

耿方表示，通过这一个
案例，他们发现了民营医院
救护车制度背后的管理漏
洞。“如果没法对救护车做
到有效监管，救护车、医院
的公信力如何保证？”耿方
忧心忡忡地说。

“公众认知里的救护车，
大多是指执行院前急救的
120联网车辆。但在现实中，
更多的救护车执行的是医疗
服务工作。”安阳市某医院急
救中心医生杨思琦告诉记
者，我国卫生行业标准将救
护车分为两类：

一类为院前急救车辆，
主要执行医疗急救任务，由
120急救指挥中心统一编号、
统一调派；

一类为医疗卫生救护
车，主要承担转运非危重病
人，运送器官、血液、标本等，
以及服务医疗下乡、重大活
动的医疗保障。

我国《院前医疗急救管
理办法》明确，急救中心（站）
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
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
务。记者走访多家民营医院
后发现，虽然两类车辆执行
任务不同，但外观、内部设计
相似度极高，且车身多数喷
涂了“急救、抢救”或红十字
标志字样。常人很难分辨出
不同性质救护车的区别。

“很多民营医院缺乏对
该类救护车的严格监管，这
些救护车喷涂不规范，外观
看起来差不多，上路后经常
被误认为院前急救车辆给予

避让和放行，这就给不法分
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耿方表
示。据安阳市卫健委的排查
整治发现，多数问题车辆均
系民营医院下属的医疗服务
用车。

记者调查发现，河南安
阳、林州、濮阳等多地均无关
于救护车喷涂、管理、使用、
封存以及救护车驾驶员管理
等统一的制度性规定，各地
各院虽有自行规定，但实际
落实情况不一。另外，当地
卫健部门也未对相关医院救
护车辆进行实质性审查和全
流程监管。

“民众对于急救医疗的
需求在不断扩大，救护车作
为一个集运输、急救、经营于
一身的特殊车种，享有不少
特权，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刺
激违规挂靠行为产生。”中国
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教授
刘智慧指出，现行法对于违
规挂靠等行为缺乏具体的责
任规定，也让部分医院放松
警惕。

救护车的管理漏洞也与
医疗转运市场的巨大缺口有
关。据记者调查，安阳市多
家公立医院救护车明确限制
跨市跨省流动。“我们之前想
要转院到北京治疗，没有渠

道就只能找关系，找民营医
院的救护车。”安阳市某医院
脑梗患者家属李某告诉记
者。

“目前，主动提供订单式
转运服务的医院是欠缺的，
但是这块市场的需求很大，
很多医院的救护车司机平时
没事的时候，就会拉私活
儿。”患者家属张某向记者透
露，此前接触过的“救护车”，
要么设备简陋、没有专业随
车医务人员，要么就是随意
要价。

记者注意到，救护车的
失控问题在其他省区也多有
发生。据媒体报道，2023年
3月，河北保定的秦先生因母
亲突发疾病，决定从河北省
保定市第一医院转运至北京
天坛医院继续治疗，却遭遇
半路坐地起价。随车“医生”
要求临时涨价900元，而且
在讨价还价过程中故意放慢
了车速。后经调查，该辆救
护车并非医院救护车，未在
当地卫健委备案。

同年7月，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卫健委联合该市向阳区
交警大队，在佳木斯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门诊楼前，查获
一辆非法安装警报器的“黑
救护”。2023年8月，福建省
泉州市查获一辆“黑救护”，
该车在未取得相关部门经营
许可情况下，在多地非法转
运患者……甚至一些医院的
专业救护人员、120接线员，
也成了违规救护转运服务的

“中介”。
“由于问题救护车设施设

备、医护人员配备等多不能达
到正规救护车的条件，一旦患
者出现危急情况无法提供及
时有效的医疗救护，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刘智慧表示。

安阳市检察院检察官对救护车使用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安阳市检察院检察官对救护车使用情况进行实地调查。。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仁济显微外科医院救护车存在违规挂靠问题检察机关调查发现仁济显微外科医院救护车存在违规挂靠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