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评论

8月 27 日晚，旅游博主
“老辣日记”发布视频称，他在
自驾川西时，在甘孜巴塘县亚

莫措根被一防火监督员拦车，要求其按
照每车300元缴纳相关收费。最终“老
辣日记”一行两辆车缴纳200元后被放
行。“老辣日记”表示，这是自己此次川
西行遭遇的“第二次不合理收费”，该视
频发布后引发网友热议。

自驾游被拦路收费500元
时隔6天再遭收费200元

当地回应：责令退钱、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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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博主自驾甘孜
被防火监督员收200元

“老辣日记”账号所有者陈先生是一名自驾游爱好
者。8月27日晚，他发布视频称，自己在甘孜州巴塘县亚
莫措根被一防火监督员拦车收费，“遭遇第二次不合理收
费”。视频中，一名着蓝色上衣、手臂上佩戴着“监督员”
字样袖章的男子将一张A4纸递给陈先生，陈先生表示，
纸上内容并未涉及给钱且自己进入亚莫措根时，对方并
未表明需要收钱。该男子称，“要钱要钱，这里不要钱不
行的”。

8月27日晚，陈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事件经
过。8月19日，陈先生与朋友一行2辆车前往亚莫措根
游玩。进入相关景点前，在类似于防火点的位置，有人与
其进行了沟通，需要签一份文件，“我进去的时候，签了防
火的一个文件协议，然后也摁了手印。”陈先生说，由于当
时没有拍照，文件的具体内容已无法完整复述，大概内容
是不要带火种、保护森林等，“上面是肯定没有写费用问
题的”。陈先生表示，自己签的这份文件，以及这次沟通
均未涉及需要收费的内容。

游玩结束后，陈先生一行人从相同地点离开时，
他们被拦下了。蓝衣男子告知他，需要300元。当被
问及有何收费依据时，该男子转身拿来了陈先生此前

摁了手印的文件，与此同时，陈先生将行车记录仪调
转方向，录下了二人的对话。视频中，陈先生与蓝衣男
子就收费问题沟通后，对方主动“砍价”，“那少100块钱
嘛，200不给就不行嘛，谢谢。”关于为何进入景点前
没有表明需要收费，该男子称，自己此前忘记给陈先
生说了。

付款前，蓝衣男子询问与陈先生同行的车辆相关费
用谁付，陈先生表示自己一起付，后扫码支付200元。陈
先生说，自己当时误以为两辆车一共200元，但对方称，
是每辆车200元。“当时我就有点生气，我就说，你那200
爱要不要”。最后，陈先生一行人离开。

两次遭遇不合理收费
当地政府退还违法所得

8月27日下午，视频发出一小时后，巴塘县文旅局等
当地多个部门联系陈先生，向他致歉，并表示在查清情况
之后会第一时间退款，公安部门也到现场核实。8月28
日凌晨3时许，巴塘县发布情况通报。据通报，视频中陈
先生反映情况属实，涉事地点位于甲英镇冲茶村护林防
火卡点，收费人员为冲茶村村民，其以支付修路费用为
由，向陈先生一行2人收取费用200元。根据相关规定，
处以该村民罚款200元的处罚，退还违法所得200元，并
责令当事人作出道歉。

记者注意到，在视频文案中，陈先生表示这是他“遭
遇第二次不合理收费”。原来在8月23日晚，陈先生就
发布过一段视频，他于8月13日在理县境内某森林防火
点被一男子拦路收费500元。对于这次遭遇，陈先生在
发视频时提出质疑：“请问当地有关部门是否有相关收费
规定？收费标准又是什么？川西秘境圣洁而美丽，切莫
让极个别人员为一己之私而随意践踏。”事发第二日，理
县当地发布情况通报，称收费人员系阿坝州川西国有林
业保护局304林场员工，已停止当事人的工作，并对相关
负责人诫勉谈话。

据封面新闻

陈先生被村民收费 视频截图

当地发来的情况通报

医生挂自己的号都难
为啥黄牛总能挂上

要彻底杜绝医院黄牛现象
必须打破畸形的利益绑架

大医院的号贩子禁而难绝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让人惊叹的是，除了黄牛利用软件抢票外，部分医院工
作人员也成了号贩子的帮凶，沦为了黄牛利益链上的
一环，这不仅违背职业道德，也涉嫌违法。

医院的挂号系统是患者获取医疗服务最重要的通
道，也是患者与医院打交道的第一环，直接关系到医疗
资源的分配公平及医患关系的塑造。如果这个系统也
被见不得光的利益动机所扭曲，被相关漏洞钻了空子，
连挂号都无法确保公平，又何谈患者权益的保障、何谈
公平的就医环境？

必须承认，要彻底杜绝医院黄牛现象以及大医院挂号
紧张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但这种
复杂局面，不是对黄牛现象睁只眼闭只眼的理由，更不是
可以纵容医院与黄牛勾结的理由。挂号资源越是紧张，越
应该确保其分配的公平性，打破畸形的利益绑架。否则，
不仅将掣肘全社会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的努
力，也与构建良性的医患关系背道而驰。 据成都商报

“患者按流程预约，排不上号，为什么‘黄牛’能约
到？”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其实，不只是患者觉得专
家号难挂，就连医生本人挂自己的号也得找黄牛。据报
道，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普通外科中心甲状腺外科著
名专家王医生得知患者申先生多次挂号未果后，打电话
给黄牛，发现黄牛有号，但要加价200多元。专家号为
啥黄牛总能挂上？记者进行了调查。

专家号挂不上只能加价买

江苏省宿迁市市民王女士为治疗女儿眼疾，每隔3
个月都要到医院让女儿复诊。但“300元一次的专家号
我从来没自己挂上过，只能花900元从‘黄牛’手里买，
一年要多花2400元”。

患者申先生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也挂不上的号，
“黄牛”却一下给挂了5张。同时，正常挂号费只要81
元，但“黄牛”加价动辄两三百元。两三倍的“黄牛溢

价”并非极限，申先生在医院候诊时，
从其他病友口中得知，有人通过

“黄牛”才预约上了专家号。
“一位病友甚至花了
多于正常渠道 8倍
的钱，从‘黄牛’那里
买了一个号，据说还

可以指定具体专家和
看病时间。”
神奇的是，申先生发现，除

了黄牛，过街天桥发小卡片的，早
餐店、包子铺都能挂号，甚至医院

导诊都给了他黄牛电话。
其实，医院挂号被“黄牛”
垄断，不是什么新闻。医院
工作人员表示，“专家号成
为‘号贩子’主盯对象，使得
市民通过正常渠道预约挂号

变得难上加难。”

“号贩子”借助软件大肆抢号

记者走访发现，曾经“黄牛”在医院角落扎堆，逢人
问“要号吗？”的现象已经少了。“现在的‘号贩子’都转移
到网上了。”有市民介绍，在搜索栏中输入“医院挂号代
办”，就会弹出一些网页，醒目位置显示着“代挂号”的提
示。从事医务工作10多年的黄云（化名）坦言，自从网
络预约挂号开始推行，“号贩子”恶意抢号、囤号的手段
也更加信息化。“号贩子”藏身网络平台，借助非法软件
大肆抢号、加价倒卖。比如重庆警方于今年3月抓获的
一个“网络号贩子”团伙，该团伙通过在网上发布信息，
找寻需要挂号的病患，用自己制作的抢号软件，侵入医
院的挂号系统抢号、囤号。

“抢号成功后，他们将医院挂号信息发给患者，收取
高额报酬，一个号少则加收几百元，多则加收上千元。”
警方透露，该团伙累计“抢号”一万余个，非法获利200
余万元，作案范围涉及重庆等地10多家医院。

江苏警方抓获的“号贩子”张某团伙，曾在一天里，
利用非法软件自动访问并在南京某医院刷号17.25万
次。据部分团伙成员交代，有的同行作案手法更“先
进”，直接侵入医院挂号系统提前锁定号源。

医院内部人员提供“关照”

“黄牛”垄断“专家号”成医疗行业难以根除的痼疾，
也有医院内部的原因。据了解，有些“号贩子”借助曾经
在医院工作的经历，通过利益输送，腐蚀曾经熟识的院
内工作人员。有人毫不讳言，“外有技术人员抢号，内有
医护人员关照。”

“黄牛”在外招揽生意、利用技术手段抢号，医院工
作人员则从内部提供帮助，内外结合，形成了一个牢固
的利益共同体。有时，医生的号早已成某种资源，被

“内鬼”交换出去了，但医生本人对此却丝毫不知情。
今年2月，在江苏开展的“号贩子”问题专项整治中

发现，有19名医院工作人员因收受“号贩子”好处、回
扣，成为了“号贩子”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