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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为营，设四层连环骗局

和王国强一样，在湘雅医院看病被骗的市民
不少。今年以来，湘雅路派出所多次接到受害群
众报案，称被“医托”骗走看病钱。5月初，开福公
安分局正式成立由局长廖勇任指挥长，政委李军
龙任组长的专案组， 在医院周边布控蹲点调查。
很快，一个“医托”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作案流程
也被民警摸清。

首先，两名“医托”一组，假装看病患者，在医
院门诊、急诊楼前物色外地来长求医的病人，并与
病人及陪护人员套近乎。两名“医托”演双簧，骗得
病人信任，进而以熟知看病的专家教授为由，引诱
受害人上钩，将其带至湘雅医学院大门前。

“医托”将病人称之为“点”，这一阶段，他们
的行话叫“带点”。

接着，在湘雅医学院门前，一名自称“保安队
长”的人会将病人拦下，然后联系“外出义诊”的
“专家”，由一名“湘雅医院司机”开车将病人送往
衡东县一家“疑难病诊治中心”。这一环节叫“转
点”。

第三阶段是运输。上车后，冒牌病友和司机
一唱一和，将受害人的疑虑打消，让其安心地去
乡下“看病”。

第四阶段以病人看病买药收场。 在诊所里，
“专家”会让病人花费几千元购买一堆“特效药”。
实际上，不过是些价值几百元的普通中成药。

假病友、假保安、假司机、假专家各司其职先
后登场， 四个连环骗局让很多病人坚信不
疑。

你是否有过被“医托”诈骗的经
历？如何预防“医托”，如何维护自身
利益？ 无论你是有让人警醒的经历，
还是有好的建议，请拨打三湘都市报
热线电话0731-84326110，或通过新
浪、腾讯微博@三湘都市报。

“医托”连环骗局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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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黑诊所
假专家看病开药

从长沙开车去衡阳
司机和医托打配合

消除疑虑

8月31日，长沙、衡阳两地警方同步实施抓捕，将该团伙连根拔
起。截至目前，共抓获该犯罪团伙涉案成员33人，扣押涉案嫌疑车
辆7台，收缴赃款6万余元、药品1447盒、账单及电脑等作案工具。

该团伙以衡阳籍男子罗云赞为首，共有2名股东，实行公司化
运营。今年2月以来，该团伙共对800余名病人实施诈骗，涉案金额
达200多万元。

民警在黑诊所内查到800多名受害者的账单， 分四种颜色归
类。团伙成员坦白，诊所会对每一个病人回访，回访后按照颜色归
类。红色代表骗局被病人识破退款；绿色代表病人不知受骗，还可
让其继续买药；蓝色代表病人脾气很暴躁，交流时要注意；黄色代
表多个受害者一起来此。

“绿色账单超过了80%，红色账单仅占3%左右。”湘雅路派出所
所长曾桐森说，“破案后民警通知受害者， 不少人还以为我们是冒
充警察在骗他们。”

■记者 潘显璇 周红泉 通讯员 罗立 伍西明

克服“病急乱投医”的心理，不要搭
理陌生人的搭讪。

就医时遇到困难应及时向医院门诊
咨询台及分诊、导诊工作人员询问。

不与陌生人接触，不轻信他人，若遇
“医托”纠缠请马上报警。

9月22日， 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该
局警方联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成功打掉一个以“医托”和
“专家”门诊为掩饰，长期围绕湘雅医院骗取病人钱财的诈骗
犯罪团伙。

此前，记者跟随民警乔装打扮，假冒病人与“医托”周旋，
将其行骗伎俩彻底摸清。经数月调查得知，该团伙30余人分
工明确，假扮病人、保安、司机、医院专家，7个月来对800多
名病人实施诈骗，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元。

盘踞湘雅医院7个月，33人特大“医托”诈骗团伙栽了

医托坑人一条龙
超八成受害者仍蒙在鼓里

省城求诊，被“病友”骗去乡下

说起自己被骗的经历，受害者王国强对“医
托”恨得咬牙切齿。

今年3月， 王国强夫妇带女儿来湘雅挂专家
号看病。排队时，一名男子上前搭讪，询问他们是
看什么病，毫无戒心的王国强将女儿昏迷之事告
之。很快，一名30来岁的女子主动来搭话，说她得
的也是“昏迷病”，被医院的“周教授”治好了，现
在是来复诊，可以带他们去见教授。

焦急的王国强跟随女子走到湘雅医学院门
口时，被一名自称保安队长的男子拦住，得知几
人要找“周教授”，“保安队长”说，“教授去衡阳乡
下义诊了，他的专家号可能没了。”

女子忙让“保安队长”帮忙挂号，并邀王国强
一同前往。“保安队长”打了个电话，说还有号，并
安排众人坐上一辆被称为“湘雅医院单位车”的
小车。

2个多小时后， 车子将众人载到衡东县的一
家诊所。“周教授”给小孩号脉后，开了1996元的
药。

不到一个月，药吃完了，但女儿的病不见好
转。电话咨询“周教授”后，王国强再汇款1500元，
又买了一批药。不料药还没吃完，女儿的病却愈
加严重。再打医生电话已打不通了，王国强才意
识到上了当。

若是看病容易
哪里还有“医托”

天还未亮就去排长队，为什么？为
看病。这话听来心酸，却是众多市民的
切身经历，正是这迫切求医的心，让人
轻易地着了“医托”的道。

“医托”像毒瘤，活跃在全国各地
的大医院周边， 他们的铤而走险是为
了暴利，他们的横行折射出“看病难”
的现实困境。

湘雅医院院长孙虹教授认为，归
根结底， 是由于我国优质医疗资源稀
少，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要破解此
难题， 关键还在于国家要加快发展基
础医疗，大力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

此外，难打击、难立案也是公安
机关打击医托的难题之一， 记者与
“医托”对话得知，学习相关法律居然
是他们“上岗”前的必修课，若不是有
空子可钻，“医托”们何来这般有恃无
恐？ 希望长沙破获的这起范本案件，
能给其他地方依法打击“医托”带去
借鉴意义。

民警多次跟踪拉客车辆，但每次进入衡东县大浦镇，对方都能
察觉。细心的民警发现，拉客车辆每次经过大浦镇高速路口时，路
旁总有一人望风。

为彻底摸清状况，7月初，记者跟随民警乔装打扮，冒充病人任
其忽悠，与“医托”团伙来了回正面接触。

下高速后，车子拐进一条乡道，越走越偏僻，然后到了一个废
弃的村庄。缓缓驶入一个院子后，车子停了下来。

一下车，只见一排医生着装的人早已站在门口迎接，诊所的外
墙上，写有“中医疑难病诊治中心”几个字，入口处挂了“先进单
位”、“一级甲等医院”、“定点医疗机构”等牌匾。

诊所内医疗设施很齐全，功能区划分明确，看上去比较正规。挂
完号，填写基本资料后，之前约好的一名“专家”来给民警看病诊断。
“专家”在问了病情，看了之前的病历后，给民警开了2000元的药。

交钱取药时，记者质疑药贵，被告知“这是医院的特供药，已经
优惠了不少。”对方还说，“你要相信我们的医术，吃中药见效慢，吃
完这个疗程再给我们打电话。”

警方查实，诊所位于一个废弃矿区，周边五公里无人居住，由
早已废弃的矿区附属医院翻修而来， 是一个没有任何手续和资质
的黑诊所。

牌匾众多，黑诊所办得有模有样

云里雾云，超八成受害者不知被骗

骗局被病人识破退款
病人不知受骗，还可让其继续买药
病人脾气暴躁，交流时要注意
多个受害者一起来此

记者手记

互动

9月22日， 长沙市第一看守
所，一名女“医托”流下悔恨的眼
泪。 实习生 唐俊 摄

提醒

黑诊所将800多名受害者的账单分四
种颜色归类。绿色账单超过80%，红色账
单仅占3%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