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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旁支个纸板就是“诊所”
蓝翔路一工地宿舍附近竟有人如此行医
本报记者 任志方

15日下午，记者通过电话
将观察到的情况告诉了天桥
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
人向他们反映过相关情况，

“我们会尽快前往现场查看。”
附近的一些市民认为，

这很可能是一个黑诊所。而
附近的民工在这里治疗，由
于医生没有资格、设备也比

较简陋，很容易造成误诊和
交叉感染。

此外，黑诊所没有相关收
费标准，收费乱开价，有时治
疗费用比正规医院还要高。

还未接到相关反映，将尽快去现场查看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在天桥区蓝翔路上，每天都有

一辆面包车停在一工地附近，挂着门诊的广告牌行医，“没有

固定的经营场所，也没有看到他们出示过合法证件，是不是

在非法行医？”

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一辆面包车，外加一个纸牌子、一张小桌，就成了一个诊所，趁着工地收工，不时有民工前来
购药。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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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旁支个纸板，工地附近“诊所”开张
8月15日上午11时许，记者来

到了天桥区蓝翔路，从粟山路和
蓝翔路交叉口出发，向北走200米
左右，便能看见一片围墙围起来
的工地。这片工地由两部分组成，
马路的西侧是正在施工建设的楼
房和已经整修好的地基，而马路
的东侧则是一片由多座二层简易
棚组成的民工宿舍。

11时30分许，工地收工，下
班的民工从西侧的工地出来，
穿过马路往宿舍走。就在通往
宿舍这段不到300米的路上，一
辆牌照为“豫E”的银色面包车
停靠在路的一侧，车的后盖打
开，旁边支起一块广告牌写着

“药店”两个醒目的大字，广告
牌的背面则写着“门诊”。此外
还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血
压计和一个白色的器械盒。

记者顺着人流从这辆面包车
边经过，看到里面有两名男子，一
名坐在车厢后部，面前堆满了用
纸箱和布袋装好的药品。另一名
男子坐在前面的驾驶座上，不时
地向周围张望。

“这辆车停在这里已经很
长时间了，起码超过一周了。”
一位从旁边路过的民工告诉记
者，“这个门诊开得太简陋了，
就一辆车两个人，支个纸板就
敢开张？”

“诊所”除了卖药品外，还敢给人打针输液
为了一探这辆“面包车诊所”

的究竟，记者在附近找了一个隐
蔽处对其进行了观察。记者发现
从11时30分许至12时20分，有两
名下班的工人来到这辆车旁，向
里面的男子购买药品。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没有医
院，连个门诊也没有，要看病得往
远处走，大家为了图方便就在这
个地方买药打针。”在此打工的韩
先生告诉记者，这个“门诊”的生
意还不错，特别是傍晚收工时还
会有人过来打点滴。而对于这个

“门诊”是否有资格，韩先生表示
“无所谓，反正没出过事”。

随后，记者到“门诊”购药。
在敞开门的车厢内，一名身着

白色T恤的年轻男子坐在一堆
药品中间，记者观察了一下，其
中有二十余种药品，此外还有
注射用药。

记者表示想购买一盒藿香
正气水，车内男子告诉记者“ 5
元”，然后从旁边一个袋子里翻
了半天，拿出了一盒。接过男子
递来的药，记者看了一下包装，
从包装上看药品也算正规，产
品批号、生产日期一应俱全，并
无明显问题。

随后记者又到远处继续观
察，12时10分，车内的两名男子突
然从车上跳下来，只用了不到10
秒钟的时间就将放在外面的桌子
和广告牌收起，随后驾车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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