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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国家卫计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武警后
勤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魏则西事件”相关医院开展
调查。同时，国家卫计委等八个部门决定在全国联合
开展集中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专项行动。

□综合新华社

联合调查组调查武警北京二院

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 3 日表示，国家网信办会
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计委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

“魏则西事件”进行调查。国家卫计委、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联合对武警北
京市总队第二医院进行调查。

昨日，多位曾经或正在武警北京二院接受生物疗
法的患者及家属向该院讨说法，希望该院正面回应生
物诊疗中心是否外包的问题，并全额退还医疗费用。
昨日上午，在武警二院住院部一楼的生物诊疗中心，
30 多名患者及家属前来讨要说法。一位丁姓患者家
属表示，他的父亲患有肺癌，于 4 月 26 日到武警北京

二院生物诊疗中心就诊，前后花费6万多元治疗后并
无效果，随后转院。他表示，在魏则西事件曝光之前，
他就曾怀疑过该院生物诊疗中心的技术问题。丁先
生表示，希望医院能够退还此前的治疗费用。

在武警北京二院办公楼医务处办公室，两位自称
是院方代表的女士接待了患者及家属。对于家属提
出的全额退还医疗费用等问题，并未正面回应，她们
表示，“技术问题医学上还没有定论，解决方案一切等
国家调查结果出来再说。”

多部门集中整治“网络医托”

记者 3 日从国家卫计委了解到，为解决“号贩子”
和“网络医托”竞价排名买患者等问题，国家卫生计生
委等八个部门4月21日就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联合
开展集中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分为三个阶段，时间从即日起到今年年
底，具体措施包括每月集中警力组织一次对各重点医
院及周边的统一整治行动；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
条，利用信息系统统一严格管理挂号加号；规范广告
宣传行为，通过互联网发布医疗广告，其内容必须与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内容一致，不得发布未
经审查的医疗广告；完善重点医院驻院民警制；建立

“号贩子”黑名单，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等。
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指出，“号贩子”和“网络

医托”的整治，近期治标为主，围绕社会关注热点，以
医疗资源集中地区为重点，各地各部门联合行动，集
中优势力量，重拳出击，对重点城市重点医院的“号贩
子”打一场“集群战”，围剿通过互联网散布的“号贩
子”、“医托”等有害信息，坚决遏制“号贩子”和“网络
医托”猖獗势头。中远期坚持标本兼治，进一步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完善相关管
理制度并抓好落实，规范医疗机构广告宣传行为，斩
断“号贩子”和“网络医托”利益链条，铲除“号贩子”和

“网络医托”生存土壤。

走关系才能外包公立医院科室

2012 年，林希进入贵州某地市的一家莆田系医
院，负责行政管理方面工作。不少人疑惑：为什么武
警医院、公立医院会把科室承包给莆田系？

林希说，早期国家让公立医院自负盈亏，但实际上
很多科室是“养不活的”，没有多少病人。经营者没有
积极性，对员工的奖励也受到种种制约。特别是妇科、
男科这块，第一，综合性医院科室太多，在这方面没有
足够的资金投入；第二，没有足够的设备、专家和技术。

“中国人的共性思维，就是相信公立医院，特别是
部队医院。莆田系资本承包公立医院的科室，就可以
省去很多宣传费用。”林希说，外包公立医院的某个科
室，特别是知名公立医院并不容易，都要送礼、找关
系。找政府的官员、医院的领导，通过托关系才能进
去。“普通人和医院联系，给多少钱都不愿意理你的。”

林希说，承包下医院科室后，他们每年会给医院
一定数额的承包费，有的还根据营业额进行分成，医
院方面基本不再插手管理。但归根结底，品牌并不是
莆田系自己的，只是租用一段时间，珍惜程度当然就

没有那么高。“魏则西事件”所揭示的广告夸大等问
题，那就必然会出现。

肿瘤、男科、妇科病人最容易被骗

大部分中国人都是通过百度进行搜索，以便了解
相关疾病情况。莆田系在百度上的广告投入占其总
收入很大一部分，宣传时夸大效果屡屡被人诟病。

林希说，早在七八年前，一些莆田系医院“生物细
胞再造技术”治疗癌症的宣传口号是非常响亮的。广
告中称，患癌症的是一些生物细胞坏掉了，通过“生物
细胞再造技术”，可以产生更多更好的细胞。这项技术
来自欧美最先进的治疗癌症技术，很有可能会治愈。

“实际上是包装的一种技术，基本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其实这是国外非常不成熟的技术，主要是挂着

国外的名头。”林希直言，相对来说，癌症患者的家属，
为了治病往往愿意抓住一切机会，一听有这个技术，
就会打电话咨询。然后就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和
他们解释，一步步就会相信，然后去花钱。 前几年这
些“生意”好做，这些年大家获取信息渠道更多，再加
上莆田系负面报道不断，相信的人越来越少。“类似魏
则西这种病人，一个月也就几例，一例就得收个十万
块钱。现在一年能赚几十万算不错的了。”

林希说，肿瘤、男科、妇科，这三种科室存在“坑蒙
拐骗”的概率最高。肿瘤这块，专家比较匮乏，治疗需
要全国知名的专家，真正能做肿瘤的莆田系医院不
多；而男科、妇科，因为都比较隐私，不愿意互相透露，
也容易上当。男科、妇科前期投入很低，大头都投在
广告成本上面，很多老板都是抱着“捞快钱”的心理。

济南侦破儿童信息泄露案
黑客入侵系统窃取信息

据新华社电 近日，网传“济南20万名孩童
信息被打包出售”引起广泛关注。5 月 3 日，济
南市相关部门向记者通报，经过 20 余天缜密侦
查，济南警方成功侦破这起儿童信息泄露案，截
至目前已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

4月6日，“齐鲁壹点”网站发布一篇题为《济
南20万孩童信息被打包出售！每条信息价格一
两毛》的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济南市公安
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查工作。

专案组首先对网站发文中网名为“青青河
边草”的嫌疑人侦查追踪，确定网名“青青河边
草”为嫌疑人叶某的真实身份信息。4月 25日，
在成都警方配合下将叶某抓获。经初步审查，
嫌疑人叶某交代，其通过互联网购买了“第三只
眼企业计算机管理系统”软件，随后操控软件窃
取对方计算机硬盘储存的个人信息非法获利。

随后，专案组到多家集中留存儿童信息单
位进行技术勘察，确定犯罪嫌疑人网上出售的
儿童信息由黑客攻击数据库窃取。经过连续多
天分析，锁定犯罪嫌疑人作案真实IP地址，立即
连夜赶赴深圳、泉州、厦门等地开展工作，先后
抓获犯罪嫌疑人苏某明、苏某华。

经初步审查，嫌疑人苏某明在2015年12月
发现有人在网上公开收买多省份免疫规划系统
信息后，实施入侵获取系统权限，拷贝并出售数
据，同时将系统登录权限用户名密码多次出售
非法获利。苏某华自2014年以来通过购买计算
机入侵软件及系统管理破解密码等方式，获取
包括儿童免疫信息在内的公民个人信息在网上
出售非法获利。同时，专案组又查明另一名犯
罪嫌疑人陈某潘利用 QQ 同样在网上出售儿童
信息的违法犯罪事实，并将其成功抓获。

据了解，目前济南公安机关继续加大案件
侦办力度，进一步挖掘线索、固定证据，依法打
击处理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将专项整治
涉网络诈骗等网络平台

据新华社电 从即日起至今年9月，公安部
网络安全保卫局组织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集中开展涉网络诈骗等多发性犯罪网络服务平
台专项整治，以有效遏制此类网络违法犯罪活
动，铲除其滋生土壤。

据介绍，近年来，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等违
法犯罪频发，不法分子通过一些违法违规网络
服务平台，传播获取钓鱼木马、个人真实身份和
账号信息，利用网络改号电话、短信群发器等大
肆实施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

对此，在专项整治期间，公安机关将坚持打
击与整治同步，紧盯网上“治安乱点”，对５类网
络服务平台开展集中整治和专项打击，包括：提
供销售网络钓鱼、盗号改号等木马病毒，传播交
流黑客攻击破坏、信息窃取和篡改等网络违法
犯罪工具方法；贩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身份
证、银行卡和电话“黑卡”；非法销售“伪基站”和
短信群发设备、软件；提供恶意注册、虚假认证、
虚假交易服务；抢注和倒卖域名进行诈骗等。

同时，公安机关将全面清理具有违法有害
内容的信息标题、内容，账号名称和简介，群组
名称和简介等信息；依法查处违法信息高发和
安全管理混乱的网络服务平台，对拒不履行法
定管理义务、拒不整改构成犯罪的，坚决追究单
位和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对网络诈骗、网络盗窃
等多发性网络犯罪案件线索，及时组织开展侦
查打击，通过此次专项整治有效净化网上环境、
规范网上秩序，铲除网上多发性犯罪滋生土壤。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要切实
提高网上安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并积极举
报网上违法犯罪线索，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
网址：www.cyberpolice.cn。

卫计委中央军委等部门
联合调查武警北京二院
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网络医托”

武警北京二院生物诊疗中心

莆田系医院从业者曝内幕：

肿瘤、男科、妇科病人最好骗

“魏则西事件”引发公众热议，将百度和莆田系医
院再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莆田系医院从事多
年工作的林希（化名）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肿
瘤、男科、妇科这三类科室存在欺骗的可能性最高，病
人因为隐私等原因让这三类科室敢“打一枪换一炮”。

□综合《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