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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价价救救护护车车””
涉涉事事人人员员被被停停职职
森特医院急救分中心停业整顿，车费诊疗费全退还

草草粉粉加加““伟伟哥哥””，，造造出出假假壮壮阳阳药药
潍坊警方查获特大制售假药案，17种假药销往29省涉案8000余万

从外地购进草粉制成中药粉，加上西药“伟哥”的主要成分西地那非，制
作成假的中药保健壮阳药对外销售。近日，潍城公安分局在辖区内一家药店
中发现这一假药线索后，层层深挖，抓获了生产、销售假药的李某团伙和夏某
团伙。2月24日，记者获悉，目前警方已抓获涉案人员14人，查获“玛咖金丹”等
17种假药11万盒、400万粒药丸，以及大量保健品半成品和造假药的机器，涉
案价值高达8000余万元。

文/片 本报记者 赵磊

品牌连锁药店中

发现假药

有市民在大集上收到一份药品传单
后，怀疑是假药，于是向潍坊市公安局举
报。线索很快转到了潍城公安分局食药环
侦专案队。

“接到线索之后，我们都非常重视。”
食药环侦专案队一中队中队长曹长林告
诉记者，2015年7月2日，在对潍城区一品
牌连锁药店检查后，现场查获“玛咖金
丹”、“藏密肾宝”两种药品十余盒。经过专
业部门鉴定，这两种药品均为假药。同时，
警方查获“鹿茸旺根丸”保健品数盒，经鉴
定含有“西地那非”，西地那非正是西药

“伟哥”的主要成分。
据警方介绍，正规药厂生产的合格产

品都有药品编号，而药店在进货时也会对
药品信息进行登记，从而避免假药进入药
店流入市民手中。越是正规的药店对此越
是严格。

但是由于个别药店生意不景气，药店
负责人为了提高收入，会将柜台以几百到
千余元不等的价格进行出租。在这个过程
中，药店对于出租柜台药品的信息登记如
果不严格，很容易出现假药进入药店的情
况。此次警方查获的假药正是在出租柜台
进行销售的。

当天，潍城公安分局立案侦查，将三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刑事拘留。

一种胶囊

装出17种假药

为了深挖线索扩大战果，潍城公安分
局民警先后赶到沈阳、大连等地对涉案假
药上线收款银行、发货物流进行了秘密调
查取证。发现假药的生产、加工地点在大
连金州地区，系团伙作案。

办案民警介绍，假药通过金州地区快
递销往山东、河南、陕西、云南、江苏、四
川、内蒙古、新疆、辽宁等29省181个地市，
销售下线多达1555名。

2015年9月2日，专案组远赴辽宁大连
市金州地区，通过一系列艰苦工作，顺利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住址和两
处制作假药的窝点、仓库。

三天后，销售假药团伙李某等4人被
当场抓获，警方现场查获17种假药及大量
半成品十余吨。据李某供述，他分别购买
了成品板装胶囊和药盒，然后用同一种成
分的胶囊装在17种不同品牌的药盒中，摇
身一变成为17种不同的药品，按照不同的
价格对外进行销售。

假中药利润

高达1000%以上

根据李某等人的供述，2015年9月9

日，专案组赶赴河南，经过海量信息分
析，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女）的真实
身份。经过四天的守候，警方在其住处将
其抓获，并且在张某家中发现了假药药
盒的样品。据警方介绍，张某销售给李某
的假药药盒 1套中包含 1个大盒 10个小
盒，1套药盒价格为2 . 2元，其成本不足售
价的一半。

2015年11月，专案组发现李某购进的
假药发货地点位于河南沈丘和安徽临泉
的交界处。随后，警方化装成收古董的商
人进行摸排走访，最终发现犯罪嫌疑人夏
某等人就居住在附近一个村庄内。

专案组冒着雨雪在沈丘蹲守七天七
夜，于2015年11月24日将李某的上线团伙
夏某等5人一举抓获。在抓获过程中，警方
发现夏某有多个生产窝点，其中一个窝点
专门将购进的中药粉进行勾兑，例如保健
壮阳药就是中药粉中加入西药“伟哥”的
主要成分西地那非制作而成；另一个窝点

将勾兑好的药粉灌装成胶囊；还有窝点则
是将胶囊分装。

据民警介绍，夏某以4元/千克的价格
购进中药粉，中药粉的主要成分是草粉，
有中药的味道，但是没有明显的作用。夏
某生产的假药中有保健壮阳、降压降糖、
止痛平喘等七八种功效的药物。这些药物
都是在中药粉中加入不同类型的西药成
分制作而成。一板胶囊的成本在0 . 6元，夏
某卖给李某的价格是1元左右，而李某包
装后出售价格从5元到8元不等，中间的利
润高达1000%以上。

经查，夏某团伙自2013年9月份以来，
从郑州购买假药丸、药粉、胶囊壳等原料，
在河南沈丘县三处窝点生产加工假药，后
销往大连等地。

2月24日，记者从潍城公安分局获悉，
目前该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已经抓获涉
案人员14名，其中5人已经被依法批准逮
捕。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处理中。

用规范透明

还原急救公益本质

护车费用全额退还、涉事医院
急救分中心停业整顿，主管部门也
出面进行了调查处理，“天价救护
车”事件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主管部门迅速反应严肃处理的态度
值得肯定。但接下来，如何避免类似
事情再次发生，应该成为相关部门
认真思考的问题。

类似救护车漫天要价事情屡屡
见诸媒体，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收费
标准不规范不透明，主管部门监管
不到位。救护车再加上车上的设备
和人员，具有专业性，收取的费用确
实不能和普通营运车辆做比较，但
目前，我国急救市场处于封闭、垄断
的状态，想收多少标准完全由医疗
行业自己决定。

笔者注意到，救护车收费相关
规定中，有“长途转送病人用车费由
供需双方在使用前协商确定”的条
文。救护车本来就是强势的一方，求
助的患者大多是碰上突发或者是比
较严重的疾病，采取协商议价的收
费方式，患者一方几乎没有任何还
价能力，只能任人宰割。

救护车救助危重病患，是一项
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活动。但在这
种收费标准缺失、价格信息不透明、
监管不到位的场景中，一次救死扶
伤的公益行为很容易变成一场对患
者极不公平的交易。

所以，对于主管部门来说，当下
紧迫的任务是制定统一的收费标
准，公开透明，严格监管，还原急救
的公益本质，既让老百姓心里有谱，
又让急救中心收费有据。

（任志方）

24日，齐鲁晚报A05版报道了济南一救护车跑80公里要价3600元的事件，当时
面对高价，家属为了救人只能接受。报道发出后，济南市卫计委展开了调查，并且已
经形成初步处理意见。

本报记者 刘雅菲

80公里路3600元车费，救护车开出的
天价到底是如何产生的？24日，记者再次联
系上了济南市急救中心森特医院急救分中
心的王主任，据其介绍，当天的救护车调度
以及定价都是他来执行的。

“我一开始说的是按公里收费，每公里
15元，但是后来考虑到病人病情比较危重，
我又跟他说了协议价，就是三千多块钱。”
王主任说。

80公里的路，为什么会开出三千多的“天
价”呢？王主任表示，主要是考虑到病人病情
严重，可能路上得用呼吸机等设备，而使用
这些设备，要花1000多块钱。同时他也承认，
路上这些设备全都没有用上，但是随车的大
夫却依然按照三千多的价格收了钱。

“这个事的确是我们做错了，现在随车
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停职等待处理了，我们
也已经分两批把3600块钱的车费和200块
钱的诊疗费退给了病人家属。”王主任表
示，其中1500元是23日下午通过银行转账
退还的，剩余的2300元24日由医院专门派
人到病人老家肥城送还，“就当是对病人和
家属的精神补偿。”

噪森特医院：

考虑用呼吸机等设备

才开出协议价

据了解，目前济南市区共有急
救车辆74辆，日常运转值班车辆40
辆左右；2015年全年市区共出车急
救10 . 5万次，日均出车287次。而济
南市急救中心的急救收费都上交
财政；各急救分中心的急救收费由
其所在医疗机构收取并上交该医
疗机构。

而对于此次“天价救护车”事
件，目前济南市卫计委已经形成初
步的处理意见。首先要立即对森特
医院急救分中心停业整顿，并且责
成森特医院急救分中心在全市急
救网络做出深刻检查并通报批评。
责成森特医院急救分中心对该患
者及家属公开道歉并退款。

此外，济南市卫计委还要求济
南市急救中心立即对全市急救网
络各急救分中心医疗急救服务及
收费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加强管
理，举一反三，避免类似事件再发
生。

噪济南市卫计委：

将对急救服务收费

进行专项检查

面对危急病人漫天要价，森特医院
急救分中心的急救车正规吗？

对此，济南市急救中心表示，为了
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医疗急救服务需
求，解决好跨区域长途转运病人的问
题，自2015年5月起，济南市急救中心在
全市急救网络内选择具备条件的部分
急救分中心，在不影响市区正常急救
工作的前提下承担长途转运任务，而
森特医院急救分中心便是其中一家。

对于这些急救分中心，济南市急救
中心要求其规范配置好用于长途转运
工作的车辆、装备、人员，设立专用车
组，按照统一、规范、标准的跨区域转运
流程，做好标准收费、病情预估、签订协
议、途中病情及时处置等各环节工作。

但显然，在标准收费一项，森特医
院分中心并未按要求执行。对此，济南
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反映了
森特医院分中心管理不善，唯利是图，
违背了社会急救的公益性质，损害了患
者的权益，严重影响了济南急救的声誉
和形象。

噪济南急救中心：

森特分中心“唯利是图”

违背急救公益性质

▲警方正在审讯销售假药药盒的嫌犯张
某。

警方在嫌犯李某处查获的假药。

天价急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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