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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时有发生的医闹事件，有些医院呼吁派出所进驻医院；有
些医院组成“护院队”；有些医生戴“钢盔”、穿“防弹衣”上班……真是
让人啼笑皆非又略感心酸。

“职业医闹”的存在，让医患关系更加紧张，很可能将本可以冷静
解决的医疗纠纷打上死结，甚至推向暴力的深渊。

但我们在坚决打击的同时更要反思， 正是医生与患者的相互不
信任，让职业医闹有孔可入。

患者何以宁愿依靠医闹而摒弃法律途径来维权？如果事先知情；
如果倾诉途径畅通；如果有公平的第三方介入，让真正受伤害的患者
或家属及时得到赔付，那么，这场“战争”或许不会发生。

●2011年5月， 江西上饶
市人民医院，一名15岁患者因
病抢救无效死亡。 患者之父
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大门，
围攻门诊部、医院办公室、住
院部。

●2012年3月29日， 广东省
电白县一名1岁多男童疑因重
型手足口病，经抢救无效死亡。

家属以医生诊断不准确为由，组织
几十人到电白县人民医院儿科门
诊闹事，驱赶医生和病人，打砸办
公设备。

●2013年10月17日， 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西院一名
患者因病重转至该院重症监护
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患者家属
闯进重症监护室打砸。

案例

“闹不到30万，
自称分文不取，
可最后被敲一杠”

我姓刘，四川人。我要投
诉的是长沙的一个医闹团
伙， 这个团伙的头目是一个
叫做“德哥”的人。

一个月前， 我的哥哥在
长沙因车祸住进了当地一家
三甲医院。在出院前几天，哥
哥却突然死亡。 我认为这完
全是医院的错， 也和两名近
亲来医院闹过几次， 可终究
没有结果。

我们最后一次灰头土脸
从医院出来时，一名自称“德
哥” 的男子站在门口迎面递
上一根烟， 说，“我看你们进
进出出这么多天， 好像没什
么效果， 这事我可以帮忙出
力。”德哥承诺帮我们找医院
讨要至少30万元赔偿款。如
果事成， 他从中提取8%的酬
劳，也就是2.4万元；如果要不
到30万元，他分文不取。

后来我们与医院交涉，只
要到20万元。 结果他们威胁
我，还是拿走了2万元。

直通车

职业医闹，一群活跃在医院门诊大厅、走廊、病房内的人，他们寄生在紧张医患关系下，已然形成了一个灰色产业。
记者在两周的卧底调查中发现，他们通常和患者家属以雇佣合同的形式结盟，用扰乱医院秩序和毁坏其名誉的方式，逼迫医院

与其私下“谈判”，进而索取高额赔偿，再与患者分成。
在医院、患者、医闹三方博弈的纠结利益江湖中，这一复杂矛盾体该如何破局？

核
心
提
示

2014.7.1��星期二 编辑 刘燕娟 图编 覃翊 美编 刘迎 校对 曾迎春

华声投诉直通车A08-A09

投诉热线：96258
或@Hi都市报
通过微博、微信举报

互
动

■记者 张浩 龚化

医院

市民投诉

职业医闹大起底：讹完医院敲家属
记者卧底长沙医闹团伙：“叫你哭就哭，叫你闹就闹” 没闹到钱也要敲家属：吃的就是不讲理的饭

“职业医闹在逐渐萎缩”

观点 关键在重建医患信任

记者手记

●双方协议， 如果补
偿款达到30万元，大老板
按8个点提成，30万以下
则分文不取。

●医院最后只补贴了
10万，与30万相去甚远，
赵先生在彪子等人的威
逼恐吓下， 拿出1.5万元
了事。

●350元一天， 包中午
吃喝，叫你哭就哭，叫你闹
就闹，但决不能动手。

●有专人送矿泉水和盒
饭，大家轮流吃饭、休息。

●最终， 医院承诺除开
丧葬费外，再给家属补贴10
万元。

■制图/陈琮元

记者
卧底

为核实刘先生的投诉，6月7日-10
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通过朋友介
绍， 成为该职业医闹群体中的一名雇
员。

“350元一天，包中午吃喝，早上早
点到。”6月6日晚， 德哥给记者打来电
话， 吩咐第二天早上7点赶往开福区一
家大型三甲医院。

“叫你哭就哭，叫你闹就闹”

7日一大早， 记者赶到这家医院的
门诊大厅， 大厅内还有10多名男男女
女，有拄拐棍的老太太，也有正值壮年
的中青年男子， 最多的是中年妇女，占
了一半之多。

现场负责指挥的是一名中年秃头
男子，从大家口中的称呼，记者得知他
就是德哥。

“叫你哭就哭，叫你闹就闹。”得知
记者头一次参与这种“活动”，德哥一口
气罗列出了十几条规矩。“其中最重要
的一条是，你就在旁边看着，嚷嚷吵闹
可以，决不能动手。”德哥解释，“最近警
察查得严，别给老子惹麻烦。”

队伍中，一位年约50岁的男子很健
谈。闲聊中，男子说，他姓陈，平时以跑
摩的为生，偶尔会出来“闹一闹”，这是
他第二次跟德哥的队伍。

“以前出过事没？”记者表示担心。
陈师傅摆摆双手，“没遇到过。”他说，一
般情况下就是哭闹一下， 不要多说话，
不要让人听出你是本地口音就行了，
“只要不打人警察是不会管你的。”

上午11点，德哥的委托人赵先生出
现在医院门口。赵先生的舅舅因肺病在
这家医院突然过世，他直接找了德哥做
他的代理人和医院谈判。

德哥与赵先生耳语几句后，赵先生
从挎包里掏出几叠横幅，上面写着“无
良医院”、“草菅人命”之类的字眼。 这些
横幅随后被分发给陈师傅等几名中年
男人， 由他们在医院门口一字排开，高
高托起。在男人们的脚下，四五名妇女
分散坐开，开始嚎哭。

1分钟后， 数10名身着医院制服的
保安围了上来，却并未制止。双方在一

种敌视而又彼此恪守底线的奇怪氛围中
对峙。

“6点不到收工，350元到手”

这场对峙一直持续到了下午4点半。
中途，有专人送来矿泉水和盒饭，大家轮
流吃饭、休息。

下午1点，横幅举久了，有人抱怨手
发酸。德哥找来几根木棍，用塑胶袋胡乱
将横幅两头各缠在一根木棍上。就这样，
一人一根木棍支开， 像旗手一样将一道
道横幅展开。

地上的妇女也哭哑了嗓子， 哭声变
成了拉长了嗓子高一声低一声的呜咽
声，像幽咽的二胡。

下午4点半， 德哥得瑟地走过来，让
“旗手”和“二胡”们收工，并让这些雇工
明早7点准时出现在医院门口。

“收工”后，记者与陈师傅一同走出
医院。“你看今天就很轻松吧，6点不到就
收工，350元到手了。”陈师傅洋洋得意。

“今天是不是就这样搞完了？明天还
要不要来？”记者问。

“这不一定，要大老板彪子说了算。”
“彪子是谁？不是德哥说了算吗？”
陈师傅解释，德哥只是现场负责的，

幕后的大老板是外号叫彪子的人， 整个
操纵都由彪子掌控， 最后出来与医院谈
判的也是他。

赔偿10万，医闹拿走1.5万

第二天早上， 记者按德哥的通知到
医院门口等候。此时，昨天的几名中年妇
女早已进入医生值班室开始哭啼。 记者
与其他几位中年男子蹲守在值班室的走
廊上，不到10分钟，整个楼层被围上来看
热闹的患者挤得水泄不通。

下午2点， 医院要求与家属代表见
面，双方在会议室商讨补偿款，幕后大老
板彪子终于露面。

“我是死者的表弟，我现在心里很难
受……”在起初的近半个小时里，彪子一
直在说表哥为人如何如何的好， 小时候
总是带他出去玩，说到“情深之处”，彪子
眼里挤出了几滴泪水。

讨价还价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最
终，医院承诺除开丧葬费外，再给家属补
贴10万元。而这与之前德哥承诺的“最低
30万”相去甚远。

按照此前双方协议， 如果补偿款达
到30万元， 彪子按8个点提成，30万元以
下则分文不取。

6月10日记者从赵先生口中得知，最
后彪子以劳务费、餐旅费向其索要了2万
元。“他们三四个人， 欺负我是一个外地
人，说如果不给让我出不了长沙。”赵先
生说，他在彪子等人的威逼恐吓下，最终
拿出1.5万元了事。

当初，德哥承诺给陈师傅等雇工350
元一天的“劳务费”，事成之后会打到他
们的银行卡上。但自始至终，他们也未收
到这笔钱。

从维权患者到职业医闹

记者卧底期间目睹的种种
闹剧究竟是这一灰色行业的偶
然现象还是普遍发生着？6月15
日，记者通过朋友辗转找到一名
职业医闹行业里的元老级人物。

张志成，长沙浏阳人，从事
职业医闹七八年了，2013年“金
盆洗手”。 他讲述了自己从入行
起的从业经历。

2006年夏， 张志成骑摩托
车出了一场车祸，在医院医治半
年后还是留下残疾，右腿至今走
路都有点瘸。张志成认为，这原
本是个骨折的小手术，却因医生
的误诊导致自己落下残疾。

接下来半个月里，张志成每
天带着大批亲戚朋友前往医院
打横幅、喊口号，他发誓要为自
己讨个说法。最终，张志成意外
地从院方拿到一笔补偿款。

这件事让张志成发现了“商
机”，从此踏上了职业医闹之路。

“医闹”四大损招

张志成说， 一般情况下，一
个职业医闹团队的核心成员就
那么两三个，其他的都是花钱雇
请的临时工。“一来控制成本，二
来也是为安全起见，避免走漏风
声遭受公安机关打击。”

在张志成看来，职业医闹看
似只有一个简单的“闹”字，但要

顺利做成一桩“买卖”极其繁杂。
单从流程上讲， 就包括“风”、
“谣”、“火”和“除”。

“风”，就是收集情报。张志
成说，一般会雇人在医院病房内
四处打听， 有的医院的护工、清
洁工也是他们的眼线。眼线向他
们提供线索，他们则根据线索的
含金量支付线索费，“一般来说，
没得绝症却死了人的线索价值
最高。”

“谣”，即制造谣言。拉横幅、
发网帖， 污蔑某医院草菅人命，
让医院陷入舆论道德指责。

“火”，即使用武力。张志成
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手。“如
果对方调子高， 始终不接坨，不
派人来处理，那就怪不得我们。”
这种情况下，职业医闹往往会雇
请社会人员打砸、辱骂甚至殴打
医生，让整个医院陷入恐慌。

“除”，就是收尾谈判。当医
院被医闹折腾得差不多了，一般
情况下院方会主动接受谈判。
“这样我们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赚“死人钱”，最少提成8%

在长沙，到底有多少职业医
闹，张志成也无法说得清。他认
识的几个同行都活动在三甲医
院，但彼此之间来往极少，业务
上更是绝少谈及。“一件买卖，你
做了他就做不得，彼此竞争得厉
害。”

职业医闹一年能接多少单，收
入多少？“我不太清楚别人的状况，
就我自己来说，我干了7年，现在在
长沙买了两套房、一部车。”张志成
笑称， 这些收入几乎大部分是赚的
“死人钱”。“我们以合同的形式和死
者家属约定提成比例，最少提成8个
点，有些本事大的，有把握讹医院一
大笔钱的， 会直接将提成定为补偿
款的一半。”

如果“闹”失败，未达到与死
者家属约定的赔偿额度，那是不是
要倒贴人工费？ 张志成接连摆手：
“医闹吃的就是一碗不讲理的饭，
就算没要到约定的额度，只要是要
到了钱，我们都会想尽办法从家属
手中扣出一笔钱来， 不可能自己
亏本。”

事实上， 即便是如此高的提成
比例，在从事医闹的几年里，张志成
几乎从未为找不到活而发愁。

他解释：“人死不能复生，所有
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发生事故
后， 医院往往要求按程序办事，做
事故鉴定，走法律途径解决。而家
属则大多不接受死亡现实，又排斥
事故鉴定，只希望医院能给一定数
额的赔偿款。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
的患者和家属，通过事故鉴定进而
诉讼索赔的过程太漫长、 成本太
高、希望太渺茫，他们打不起官司。
在他们眼里，律师和法庭远不如找
上门来的职业‘医闹’靠得住、来得
快。这就是我们不愁找不到活干的
原因。”

医闹
自爆

“医闹”屡发，医生很受伤

医闹事件频发，2013年10月28日，数百名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温岭医院医生、护士聚集在医院内的小广
场上，呼吁维持正常医疗秩序。其他兄弟医院纷纷声援，网络上亦有上百家医疗机构支持。 （资料图片）

59岁的刘宪刚是省人民医
院保卫科的负责人。 在他看来，
职业医闹刚开始猖獗是在2000
年-2006年期间。“那时候， 他们
停尸体、堵大门、打医生……无
所不作。”迫于压力，医院往往以
补偿抚恤金息事宁人。 正是医院
这种委曲求全的态度， 培养了患
者“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的观念，
助长了职业医闹的嚣张气焰。

刘宪刚认为， 目前大环境正

逐步改善，让职业医闹逐渐失去市
场。“现在医闹主要有三种， 最多
的是纯粹的家属闹事； 其次是家
属雇佣‘零散工’或老乡闹事；最
后才是有组织的职业医闹， 所占
比例不到15%，比以前少很多。”

刘宪刚说：“相当一部分抚恤
金被医闹讹走了， 家属们也都会
算账。 随着各项法律规章制度逐
渐完善， 依法处理医患纠纷会比
雇请职业医闹更节约成本。”

在湘雅医院医务部主任莫
龙看来，医患矛盾中，医生和患
者都是受害者。一旦患者的纠纷
诉求难以快速解决，职业医闹就
会乘虚而入，“所以，这个矛盾体
中要做到足够的公平和公开。”

去年，该院制定了《高风险
诊疗措施特约谈话告知制度》。
手术之前，主管医生、患者及家
属坐在一起，由律师给双方提供

详细的法律咨询，从术前准备、手
术指征、 手术方案双方都详细讨
论， 让患者充分享有术前术后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

莫龙说，规定施行后，有完整
记录的高风险病例谈话已累计进
行762例， 其中治愈出院584例，
好转出院170例， 拒绝手术治疗
的5例，死亡3例。所有病例沟通
良好，未发生一起医疗纠纷。

高风险病例术前约谈

省社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方向新认为， 只有严格执法与
良性医疗纠纷化解机制两手都
硬起来，才能重建医患信任，让
患者选择以理性方式维护自身
权利，根治医闹。

首先， 院方应成立一批职
业队伍， 从病人住进医院那一
刻起，对病人给予细致关怀。每
日病情、 手术风险都让患者有
知情权和选择权，让病人安心。

其次， 建立第三方调解机

制。发生医疗事故后，一旦家属与
医院沟通不到位，双方之间互相不
信任， 需要第三方机构介入调解。
而这种整合了律师队伍、义工团队
的机制需要政府部门大力推动。

方向新认为， 院方在治疗过
程中，应做好相关风险告知工作，
提前建立纠纷隐患排查机制，对
可能产生医疗纠纷的医例， 设立
专门部门做好解释、回访、跟进工
作，邀请第三方及时介入，必要时
先行赔偿。

要打击，要对策，更要反思

如果你对解决医患纠
纷、 治理职业医闹有什么看
法和建议， 可拨打本报新闻
热线96258， 也可登录腾讯
微博或微信@Hi都市报与
我们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