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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闲话

胡晓翔认为，从法律及
规章制度建设来说，“医托”
治理有法可依。1998年就
有了《关于清理整顿非法医
疗机构 严厉打击“医托”违
法活动的通知》；2005年，
原卫生部、公安部等几部门
发布了《关于开展严厉打击

“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
行动的通知》；《治安管理处
罚法》中也有适用于整治

“医托”乱象的内容。
今年3月，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十部门印发《关于加
强医疗监督跨部门执法联
动工作的意见》，明确地方
各级公安、卫生健康、中医
药等部门要对医疗机构内
及周边活动的“医托”“号贩

子”等情况进行摸排，对扰
乱正常医疗秩序、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
罚，对涉嫌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胡晓翔认为，“医托”
乱象是复合型行为，这些
行为可能散布在不同监管
执法部门的监管范围之
内，需要各有关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高度重视、多跑
腿、多观察。

胡晓翔表示，除加强宣
传，各级医疗部门需注重日
常监督管理，及时将线索移
交公安机关，这也是打击

“医托”的有效手段。
（北京日报）

@壁纸小生：“医托”骗局多，就诊须留意。咱们
得小心些，别让骗子笑掉大牙。

@少女情：利润这么高，这些人都变得疯狂起来
了。

@趣味老虎：有些骗子利用了人们同病相怜的
心理，以为遇上了热心病友。不过，我也遇到过很多
热情帮助我的陌生人。

@仰泳的鱼：很多人缺乏保护意识，即便发现被
骗，也会因为证据不足难以维权。

@唯美的风：有次我急性肠胃炎到市区的一家
大医院看病。一个看似热心的中年妇女靠近了我，
自称是患者家属，孩子的病情与我相似，刚刚在附近
诊所找到了位“神医”，能即看即治，省去排队等待时
间。我也是在病痛与焦虑下一时糊涂，就跟她去了
个小诊所，结果花了钱还没啥效果。

@胖胖狼：这事涉及多个部门，部门间如果信息
沟通不畅、执法力度不一，就会导致打击效果不尽如
人意。

@小王家的大王：钱是小事，关键是患者延误了
最佳治疗时机，甚至遭受二次伤害，简直是精神和身
体的双重打击。更为恶劣的，“医托”还加剧了医患
关系的紧张。

@闪电雷鸣：医院得加强宣传，提醒患者防范，
避免上当受骗。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不法诊所的
查处力度，切断“医托”与不法诊所的利益链条。公
安机关要对涉嫌诈骗的“医托”一查到底，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

@山上雪：医疗的本质是救死扶伤，“医托”就是
一颗毒瘤，严重损害患者的权益。

@炒面兄弟：和防范其他骗局一样，大家要学会
甄别信息真伪，这样才能阻断“医托”、诈骗行为。

记者调查“医托”骗局

病友是假扮的
药是动过手脚的

近日，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了自己正常就医
时遭遇“医托”，最终被骗高额费用的经历。这些“医托”
常在医疗场所附近活动，以病友、老乡等身份，与患者或
其家属搭话，通过“自己的病情类似”等话术，推介医疗服
务或诱骗患者到一些小诊所看病。往往患者花了钱，医
疗效果却难以保证。

“医托”为何久治不绝？治理难点在哪里？如何更有
效地打击？

近日，贵州一名网友
黄先生接连在贵州贵阳、
六盘水等地的公立医院
附近发现了“医托”的存
在。黄先生在社交平台
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一位
患者因为听力问题被骗
至小诊所，购买了3960元
的药物，成本仅42元。

半小时后，一位带着
孩子的女士也被“医托”
带进了这家诊所，花了
2980 元买了成本仅 140
元的药。

黄先生表示，这些人
都是去正规医院就诊时
被“医托”盯上的。“医
托”介绍的小诊所开了中

药和西药，一些中药被
打碎，患者不知道里面
有什么成分，因此无法
判断价格。

黄先生说，六盘水
“医托”的套路与上述贵
阳的案例基本一致，在固
定证据后，他已向主管部
门投诉举报。

六盘水市钟山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钟山区卫生监督站副站
长何婷婷表示，卫健执法
人员到现场调查，发现被
举报的诊所存在未按规
定填写病例资料和部分
药品未进行价格公示的
问题，涉及“医托”的线索
已移交钟山公安分局核
实处置。

记者梳理有关信息看
到，福建网友“元元”在当
地投诉平台举报称，她陪
母亲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和医院于山院区就诊
时，被一男一女两名“医
托”骗至另一诊所，最后支
付了 2800 多元的药费。
四川一名网友在看妇科
时，也遭遇了类似骗局。

有网友反映，随着社
交平台的发展，不少“医
托”还隐匿在网络上，通
过评论或私信等方式，推
荐各种违规诊所。

购药花费3960元，成本仅42元

“医托”隐匿性强成治理难点

不久前，浙江一家公
立妇幼保健医院联合公
安部门，成功发现并打击
了一批活跃在医院内的

“医托”。
该院门诊部主任孔

芳（化名）告诉记者，从诊
疗环境来说，“医托”的存
在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
序；对患者个人及其家庭
而言，可能花了大价钱却
延误治疗时机，甚至加重
病情。

一名50多岁的患者
被骗至小诊所治疗的案
例，令孔芳印象深刻。

孔芳说：“患者被骗
之后又回来找我，说是没

有看好。小诊所给患者
做了一些微波、激光等治
疗。患者把杂七杂八的
收费都拿来给我看了，很
小的毛病被放大化了，患
者很紧张，不停地去治
疗，花掉了很多钱还是没
看好。”

孔芳认为，“医托”难
以根治的重要原因是其
流动性及隐匿性极强，即
使医院保卫科发现异常，
由于这些“医托”手里有
病历及挂号单，难以对其
进行约束。

在长期的打击治理
中，如何固定证据、是否
有法律依据对“医托”及

共谋的诊所进行处罚，是
另一项难点。

何婷婷表示：“我们
遇到的难点有两个方面，
执法过程中取证困难，同
时缺乏一些必要证据来
支撑，另外就是患者主动
举报‘医托’的意识还不
够强。”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
务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胡晓翔认为，
除了不法分子对利益的
追逐，优质医疗资源稀缺
和患者不够了解诊疗服
务流程、缺乏警惕性，也
是“医托”久治不绝的重
要原因。

专家：需多部门合力打击

黄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黄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

整治整治““医托医托””的宣传活动的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