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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我省将推“厨房亮化”

后厨怎样做菜

要让顾客看见

腿疼长痘痘，都被拉向“陈医生”
记者扮患者亲历医托野医联合忽悠患者之术
文/片 本报记者

本报济南4月2日讯(记者
李钢) 厨房干不干净，食

材健不健康……这些消费者
最关心的问题，却因为厨房封
闭而无从得知，这在山东将成
历史。我省决定逐步推进“厨
房亮化”工程，通过建立玻璃
幕墙、实时监控等方式，将后
厨情况“亮”给食客，接受监
督。

“看不到厨房里什么样，
不知道里面卫生行不行？”“不
会吃到地沟油吧？”随着食品
安全问题的频繁出现，消费者
对吃到口中的食物是否健康越
来越关注，却始终无法进入“厨
房重地”一探究竟。近日，山东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

《关于推进实施餐饮服务单位
“厨房亮化”工程的通知》，决定
在全省逐步推行“厨房亮化”工
程，后厨如何做菜，要让食客看
得见。

所谓“厨房亮化”工程是指
通过玻璃幕墙和在后厨食品加
工关键区域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等方式，实时监控切配间、烹饪
间、凉菜间、餐用具洗消间等重
点区域硬件条件和现场操作，
将餐饮服务单位操作间的卫生
条件、原料使用、操作过程等一
目了然地展现在消费者面前，
同时在餐厅的显著位置张贴投
诉举报电话，随时接受监督。

患者遭遇

150元买三服中药

吃后病情加重

淄博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
因为脸部长痘痘，前不久她去当
地一家医院看医生。挂完号上电
梯时遇到了一名六十岁左右拿着
病历的老汉。老汉主动和她搭讪，
了解了她的病情后说：“我女儿的
朋友也是脸上长痘痘，是在西二
路‘陈医生’那里看好的。”被说动
了心的王女士到了“陈医生”那
里，“陈医生”给王女士把脉后就
开了150元的三服中草药。结果王
女士回家服用后，不但没治好，病
情反而更重了。

记者在淄博这家大医院走访
获悉，有王女士这种遭遇的患者
并非个例，有的心脏病患者也被
骗到“陈医生”那里，结果也是一
样，病不但没转好反而加重了。

记者暗访

刚进医院就被盯上

记者被拉进黑诊所

4月1日上午9点左右，记者装
作患者走进这家医院门诊大厅，
正驻足看楼层示意图时，一名斜
背单肩挎包的中年妇女就上前来

搭话。得知记者腿疼后，她便“热
心”地问起病是怎么得的，最后推
荐去西二路的“陈医生”那里看
病。“我女儿之前也是这个毛病，
吃了‘陈医生’开的药后半个月就
好了。”

4月2日中午记者再次走进该
医院的门诊大厅时，又看到了这
名中年妇女。她看到记者后却没
有记起昨天与记者见过面的事
情，于是又把昨天的戏几乎重样
地演了一遍。

这个妇女再次告诉记者“陈
医生”所在的盛丰药店位置后，便
装作接电话走了。记者在前去盛
丰药店的路上，无意中发现一名
同样斜背单肩挎包年纪相仿的妇
女跟在后面。与前面的妇女不同
的是，她戴了个大口罩。记者试图
甩掉她没有成功，在记者进入盛
丰药店几分钟后，这名跟踪的女
士才离开。

黑诊所没有白大褂

处方更不让患者看
在盛丰药店里，记者并没有

看到悬挂的营业执照等证件。大
约十平方米的药店有一个摆药的
柜子，上面有一层摆的是84消毒
液，另外摆的药多是袋装的颗粒
药物，并没有看到中草药。该药店
的“医生”和抓药的人均没有穿白
大褂。

简单问了病情和把脉后，“陈
医生”便在一张黄色纸上给记者
开了5天的药量，共计240元。当记
者要看处方时，“医生”和抓药的
人都很警觉，很快将处方从记者
手中抽走。当记者以带的钱不多，
要先买一天的药量，明天再买剩
余的药量时，抓药的人说，“一天
的药量不管事，不然你明天拿钱
过来一起抓吧。”

离开药店，记者了解到，刚刚
“陈医生”给记者抓的药，和前面
被骗的王女士拿的药外观上很相

似，且每服的价格几乎也是一样
的。

在淄博这家大医院门诊大厅
里，一名志愿服务者告诉记者，近
来每天她都看到大厅东侧站着两
个人，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
就像上班一样。“一名约六十岁
的老汉，一名中年妇女。只要看
到来看病的患者，他们就上前搭
话，一些患者被他们引出了医
院。”据介绍，为防医托，院方在
患者集中的地方都挂有警示牌，
但作用有限。

近日，一市民拨打本报热线电话称，她在淄博
一大型医院遇到了医托，被骗去150元，拿的药吃了
不管用，还使病情加重。记者对此暗访发现，行骗
的医托天天到这家大医院门诊楼拉客，固定时间
固定地点，就像上班一样。

这家就是医托推荐的“陈医生”行医的地方，2日下午大门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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