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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高价买了没用的“中药”
据介绍，10月底，反扒支队接举报，省人民

医院经常有一伙人，在医院门诊大楼及医院门
口附近活动。他们以为病人介绍专家看病为
名，将病人骗至他们私开的“医院”，由假冒的专
家为病人看病，而后以高价卖给病人不能对症
治病的低价中药骗取钱财。

11月 5日 13时许，反扒支队民警在陈砦村
这伙医托的窝点附近进行布控。13时20分许，
陆续有医托将病人带到该窝点进行诈骗。14时
许，一对外地的中年夫妇从该楼内走出，手中提
着一个装满中药的黑色塑料袋，同时有一男一
女两人和他们一起向北环 77 路公交车站牌处
走去。

看到时机成熟，一路民警在其窝点当场抓
获正在对另一名受害人进行诈骗的假医生王法
根、收钱人徐敏、假护士邱新春、医托管传芳、负
责望风的徐宏伟和时顺喜；另一路民警查找受
害人，并将和受害人一起的医托王凤贤、李春田
当场抓获。

人家得啥病，她就“得”啥病
一女医托分析患者心理：你越吊他胃口，他越容易上钩

“老乡，你瞧什么病呀？”“我和郑
大一附院的赵教授很熟，他今天不上
班，我带你去找他吧。”几句拉家常的
话后，周口的朱先生就被“医托”带到
棉纺路一黑诊所的“中医科”，随后被
那些“中医专家”高价售药。

昨日，在市公安局反扒支队召开
的打击医托新闻通气会上，受害者、
民警、医托、“中医医生”透露了这一
暴利行业的行骗伎俩。

晚报记者 孙庆辉/文 张翼飞/图

拉到一个回扣一两百元
据假医生介绍，医托每月是600元底薪，同

时医托“服务”的那些黑门诊还会发放高额回
扣。有的黑诊所按每个病人 200～400元的标
准给医托回扣，有的则是以治疗总额的 20%～
40%给医托“回扣”。“本事高”的医托，一天的收
入都会在千元左右。

“我儿子患关节炎的毛病，比较严重，来到
郑大一附院找大夫就诊，遇到了张小翠、陈红
旗等人，他们说赵教授今天不值班，但他们知
道赵教授在外面一家医院坐诊，并热情地领
路，到棉纺路一门诊后，‘赵教授’就给开了
1800元的中药，由于带钱不够，他们还优惠了
600元。可我们刚坐上公交车，便衣民警就告
诉我们上当了，而我和民警赶回去时，又有3个
患者被医托骗来。”周口的朱先生在新闻通气
会上，讲述自己是如何受骗的。

朱先生认为，之所以受骗是因为自己在郑
州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想省钱，一听说专家不
上班，在郑州等两天，吃住都要花钱，就听信了
医托的介绍。

7 月 16 日，以刘修祥、时树青、阎振兰等 5
人组成的，频繁活动于医学院附近公交站牌处
的医托诈骗团伙被打掉；

7月28日，王新忠、彭桃英、时中良、马全福
等8人特大医托诈骗团伙被打掉；

10月24日，张小翠、陈红旗、谢广民、陈国芳、
陈小芳等9名新蔡人组成的医托团伙被打掉。

从7月到10月，警方打掉4个医托团伙，抓
获32名医托，追回款项10多万元。

据被警方抓获的医托供述，他们每天早晨，
赶在医院上班之前堵截就诊的患者，引诱患者
上钩。他们或背着包扮过客，或拿着病历扮患
者，或扮成夫妻，或抱着小孩，实际都是在寻找

“猎物”，主要是外地来郑的掂大包小包的农民

或者老人。
“寻找到目标后，第一步就是套近乎，故意

碰撞对方一下，说声对不起，然后问是否来看
病。确定之后就说，现在大医院看病麻烦，要排
队，要送红包，看病又贵，又‘关心’地问对方看
什么病，不管对方回答什么病，都说‘真巧，你跟
我患一样的病’。然后把此病症吹嘘形容一番，
听得患者信以为真。又说，这家医院有医生在
某诊所坐诊，在这里是这个医生帮你看病，在那
个诊所也是他帮你看病，但费用少了一半，还不
用排队、送红包。末了还要说上一句，现在骗人
的医生多，要小心不要被人骗了。我们揣度了
患者的心理，你越吊他胃口，他越容易上钩。”
医托管传芳说。

医托专在大医院门口“钓鱼”

据卫生部门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郑州地
区所有医院每年接诊的病人为2000多万人次，
其中不少是省内其他城市或是外省的病人。

昨天下午，省人民医院的有关领导在打击
医托通气会上表示，医托声称别的诊所有省人民
医院的医生坐诊，都是骗人的，患者切勿上当。

据介绍，反扒支队在下一步工作中，将锁定
医托违法犯罪分子的落脚点以及医托活动轨
迹，明确重点部位，在重点医院门口及周边公交
站台等地设置警力便衣巡逻，蹲点守候，持续地
开展打击医托专项行动。

线索提供 付新民

警方：专项行动仍将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