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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多部门联合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法行医，去年10月份以来———

全全市市依依法法取取缔缔非非法法行行医医228888户户次次
本报聊城10月13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姚素洁 )

躲藏在暗处的“黑诊所”、“假医游
医”、“医托”，让上过当的患者恨
得咬牙切齿。13日，记者从聊城市
卫计委获悉，今后这些非法行医
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自去年开
展为期一年的整顿医疗秩序打击
非法行医专项行动以来，全市依
法取缔非法行医288户次。

聊城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杜
保瑞表示，自2013年10月份以来，
市卫生计生委、市公安局、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武警聊城支队等部
门联合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进一步
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法行医专项

行动，严打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诊疗行为，严厉打击欺骗
患者行为，严查医疗机构、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机构的违法违规行
为，及未取得卫生专业技术执业
资格而从事医疗服务、非医学需
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
人工终止妊娠行为。

行动期间，东昌府区抽调局
机关所有科级干部分片包干、统
一指挥、统一调度，落实“领导干
部包干、科级干部包段、一般人员
包店(黑诊所)”分工责任制，全区
动员、全系统支持打非专项行动。
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专项行动开
展，集中整治阶段，全市公安部门

与卫生计生部门联合开展了为期
一周的集中执法行动。据统计，自
2013年10月份以来，全市累计检
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5122户次，
查处各类违法案件153件，罚款
114户次，罚款13万元，给予警告
82户次，责令改正107户次；全市
依法取缔非法行医288户次，罚款
46 .19万元，没收违法所得2 .8万
元，没收药品57箱，药械59件，拆
除违法医疗广告牌匾500余块。

市卫计委设立投诉举报电
话，按要求，执法人员对群众反映
的案件线索，要做到件件调查，实
名举报要100%反馈，市民如举报
非法行医，可拨打电话6981680。 没有行医资格，就敢做人流治不孕。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

没行医资格敢做流产治不孕

在打击非法行医过程中，让执法人
员意外的是有的“黑诊所”门面很小，但

“能力”却不小。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在
城区发现一处黑诊所，对外宣传不但能
放环、取环治疗女性不孕，还能做无痛
人流手术和处女膜修复手术。

“做人流手术必须拥有《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
许可证》具备计生技术服务能力，这样
的地下诊所根本没有做这些手术的能
力和资格，仅卫生一项就不能过关。”执
法人员表示，发现该处地下诊所后，立
即对其广告牌进行拆除，并下达处理意
见。

执法人员表示，没有行医资质做人
流手术，如处理不当，会危及患者生命，
使用的手术器械如消毒不严格，还会造
成患者血液感染，引发传染病。“地下诊
所开办者的熟人去看病，结果耽误了病

情，就拨打了举报电话。有地下诊所躲
在居民小区内，很隐蔽，我们去检查，他
们拒不开门。”执法人员表示，在阿尔卡
迪亚小区一栋居民楼内，一名男子不仅
在这里居住还开办诊所，执法人员对这
个躲进小区的地下诊所进行取缔。

静脉曲张治疗指定机构、细心、精
心、爱心……这些广告语出自城区古楼
东大街一家静脉曲张门诊，平时人来人
往，前来看病的患者竟不知这是一家非
法行医的地下诊所。今年9月26日，执法
人员通过实地调查取缔了这家地下诊
所。

“找个门脸房就敢给人隆胸、割双
眼皮，这样的美容机构下一步也是重点
打击对象。”执法人员表示，隆胸、割双
眼皮如卫生条件不达标，没有行医资
质，也会给顾客造成一定安全隐患，如
通过器械感染传染病等。

“黑诊所”打游击躲进居民楼

“打击非法行医、整顿医疗秩序是
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是靠一、两次
专项治理就能够一劳永逸的，也不是
靠下达取缔文书，进行行政处罚就能
够一蹴而就的事。”杜保瑞表示，全市
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已顺利结束，从当前社会形势看，非法
行医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反
复性，且随着近几年打击力度加大，其
应对检查的能力越来越强，且呈现出
新特点，如：原有的行医地点被取缔
后，采取深入居民小区楼行医、悬挂虚
假牌匾、遮挡牌匾等方式规避检查。

今年7、8月份，对各县(市、区)医疗
市场暗访发现，各地无证行医现象还
不同程度的存在，个别地方无证行医
率反弹明显，各类医疗机构在依法执
业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存在超范围
执业，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开展诊疗，

未经批准擅自开展二、三类医疗技术
等行为，不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还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另外，随着东昌府
区城中村拆迁范围的不断扩大，部分
撤村改居后的村卫生室搬离原来的执
业地点，人员仅持有《乡村医师证书》，
无法办理新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但这个群体迫于生计仍在偷偷摸
摸执业。部分县的乡村医生随子女就
学搬进市城区居住，为另谋生计，私自
开设诊所，给执法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下一步，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在
严打“黑诊所”、“假医游医”、“医托”等
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严肃查处医疗
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出租承包科室、
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超范围执业等
突出问题，净化医疗市场，整顿医疗秩
序。

本报记者 王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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