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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居居民民房房内内揪揪出出““李李鬼鬼””药药厂厂
菏泽一网上非法售药窝点，涉案货值金额达50万元

消费者在网上买药时，如何
判断网上药店是否正规、可信？

一看网上药店资质，正规网
站首页显著位置必须标明互联网
药品交易服务机构资格证书编
号，消费者可登录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

二看网站是否对药品疗效进
行夸大的宣传。根据规定，网上销
售药品说明只能根据药品说明书
规范说明，如果网上药店声称其
售卖的药品为灵丹妙药，对某种
疾病有特效，或者治愈率超高，基
本可以判定这些网站肯定为非法
网上药店。

三看网上药店是否有实体药
店，如果没有实体药店就需要警
惕。同时，在网上购药后要妥善保
存有关证据，如发票、交易记录等。
一旦发现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要及
时携带相关凭证，拨打12331申诉。

网上淘药别大意

本报菏泽11月13日讯 (记
者 董梦婕 ) 日前，菏泽市
食品药品稽查支队与公安部
门联合出击，共同查获一起
涉嫌生产制造并通过网络渠
道销售假药案件。初步调查，
涉 案 货 值 金 额 达 5 0 万 元 以
上。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
查审理。

4日，菏泽市食品药品稽查
支队接到举报称，在市区丹阳
路某住宅楼内有一处非法生产
经营假药品、保健食品窝点，希

望执法部门查处。根据举报线
索，执法人员一边冒充客户与
该网站客服联系，一方便迅速
组织人员到现场摸排调查，并
最终确定了窝点位置。

5日，两执法部门联手开展
“收网”行动。原来，该窝点就在
这所民居内进行药品生产销
售，既没有生产车间也没有仓
库，网站上声称的标准GMP生
产车间更是子虚乌有，卧室里
放着的电脑就是销售工具。

经调查，该窝点并未取

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批
准文号、药品经营许可证，并
不具备药品、保健食品生产
的基本条件。同时，未取得保
健食品经营许可，冒用国家
保健食品文号经营假保健食
品。据执法人员介绍，居民楼
内非法生产的“福生堂灵芝
破壁孢子粉”、“北虫草子实
体纯粉”等产品，销往北京、
广东等地。

经过清点，现场共查获
违法产品、生产用原料、非法

宣传彩页、生产工具等一宗。
初步调查，涉案货值金额达
50万元以上。

该窝点的生产经营行为，
违反了有关规定，严重威胁人
民群众的饮用药安全。鉴于该
窝点涉嫌非法生产经营假药和
假冒保健食品，性质严重，影响
面广，涉案货值金额较大，根据
国家和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的有关规定，此案已移交
公安机关。目前，该案正在深入
调查审理中。

“上海路与海河路交汇处东
边的井盖冒水，一夜之间，从井盖
冒出的水漫过了绿化带，并漫过
马路流向另一侧绿化带。”13日，
市民李先生向本报反映，井盖冒
水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诸多不
便，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加以维
修。

在李先生所说的位置，记者
发现，海河路北侧一井盖处正在
不停地往外冒水，成了一个小喷
泉，将附近的路面和绿化带淹没。
在附近工作的园林工人石先生告
诉记者，井盖溢水的情况曾出现
过，但是这次出水量最大。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影报道

这不是下雨
是井盖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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