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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被郭伟等人组
成的号贩子团伙视为“地盘”，除了寻找
兼职工为团伙排队取号，郭伟也会找一
些急需用钱的人作为长期合作伙伴。

两年前， 老白经人介绍认识郭伟，
从兼职开始，到现在和郭伟成为长期合
作伙伴。老白说，家人因患病需要每月
花钱买药，他觉得干排号的活来钱快。

6月8日晚上10时， 记者见到老白
时，他排在队伍前面。他从晚上7时开始
排队，一盒烟只剩下最后一根。

从晚上7时到第二天早上7时，老
白要排队12个小时。其间，他不能离开
医院太远， 即便离开队伍去上厕所，也
要叮嘱旁边的人留好位子。老白说：“只
有排到号了， 才会有钱， 要不就白干
了。”

尽管是长期合作伙伴，也不需要天
天都来排队。老白说，做这个千万不要
天天来，一是熬不住，二是面熟了容易
被抓。

但他还是栽了跟头。6月9日早上7
时左右，正在医院挂号大厅排队的老白
被民警驱离医院大厅。事后，老白认为
是“自己来的次数多了，被发现了。”

大医院专家号每个利润上千元
“号头”日薪百元网招新面孔排队抢

在北京各大医院加
大力度打击号贩子的同
时，一些“熟面孔”的号
贩子开始退居幕后，他
们通过网上招聘的方
式，以日薪100元-120
元不等的价格， 找来一
些 兼 职 人 员 代 为 排
号———抢专家号， 转手
他 们 就 以 1500 元
-2000元的价格将专家
号高价卖出， 每个专家
号的利润高达上千元。

6月8日晚， 在一家公司做文
职的张甜甜经朋友介绍， 与北京
大学口腔医院的“号头”郭伟联系
上，第一次做起兼职号贩子。

晚上11时，张甜甜坐在郭伟带
来的地垫上，实在有些困乏，她拿着
手中的包当做枕头， 就地躺下补充
睡眠。此时医院外的人行道上，已有
约50人排队。 郭伟并不在队伍里。
张甜甜之前听郭伟说， 当晚大概有
20多名兼职号贩子排队。

和张甜甜一样做兼职号贩子
的，还有来北京不满一年的黄梅。
6月8日当天，黄梅从下午6时就来
到医院门外， 排在比张甜甜更靠
前的位置。

郭伟每天会在凌晨3时左右，
赶在医院保安开门前， 将要挂的
科室信息写在纸条上发给在场排

队的兼职号贩子。
6月9日凌晨3时，郭伟走到张

甜甜和黄梅面前说：“你们两个到
红绿灯下面等着。”他掏出两个手
机翻看客户信息， 随后从包里掏
出一张纸，用笔写着“6号窗口、关
节科”交给张甜甜和黄梅。除了张
甜甜和黄梅， 郭伟还从排队队伍
中叫出约20人， 并将一张张纸条
逐一交给他们。

凌晨3时45分，北京大学口腔
医院的伸缩门打开，张甜甜、黄梅
等兼职号贩子按顺序进入医院大
厅。 他们的目标是六号窗口最抢
手的专家号。

早上7时10分，张甜甜成功挂
到专家号，出来把号交给郭伟。郭
伟告诉她去医院附近的一家银行
门口找“大哥”拿钱。

相比于张甜甜、黄梅这样有人
介绍做兼职号贩子，更多兼职人员
则是经网上“招聘”而来。

6月7日，“号头” 郭伟在一个
名为“北京最大充场专业团队”的
QQ群里发送信息：“招聘排队人
员，不用干活就是坐着玩，睡觉都
可以、特别轻松，男女不限，有身份
证就行，下午4点之前到给120元、
4点之后给100元， 早上七点结束
后给钱。”

这样的信息， 郭伟每天会利用
群发软件，每间隔几分钟就发一次。

郭伟等人组成的号贩子团伙
多达数十人，长期盘踞北京大学口
腔医院附近招揽生意倒卖专家号。
为躲避检查，他们需要招聘新面孔
并操控他们排队挂号。

6月8日，记者联系郭伟，体验
了排队挂号的全过程。 专家号难
排，郭伟说需要通宵排队，“晚上九
点或者十点才开始真正排队，期间
不能离开现场。”

郭伟虽然是“号头”，可上面还
有人，称为“大哥”。“大哥”下面有
郭伟等7个“号头”。

每排一个号，郭伟等“号头”能
拿到100元。6月8日晚上，郭伟招
来20多个兼职工，当晚，他可以收
到“大哥”给的2000多元提成。

在兼职号贩子排到专家号后，
郭伟等“号头”转手把专家号卖出，
价格为1500元到2000元不等。此
外，普通门诊号卖400元、副主任
医师号卖600元， 主任医师号卖
1000元。

根据北京市三级医院医事服
务费标准，挂普通门诊、副主任医
师、主任医师、知名专家的号，费用
分别为50元、60元、80元和100
元，减去医保报销的金额，实际自
付金额分别为10元、20元、40元
和60元。

招长期合作伙伴守“地盘”
屡禁不绝原因：违法成本低

不仅是北大口腔医院，近年来，北京卫生部
门联合多部门多次打击医院号贩子， 虽有成效，
但号贩子仍屡禁不绝。

2016年1月，一段“女子怒斥黄牛抢号”的视
频引爆网络， 将号贩子问题推向关注的焦点。一
场大规模的整治号贩子行动在北京展开。

当年2月初， 北京市卫计委推出八条措施打
击“号贩子”，包括实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取
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条、落实“实名制”挂号等，
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对医院内部人员参与倒号
现象进行严肃处理。

去年7月底，北京市卫计委等8部门在全市开
展为期半年的“号贩子”和“网络医托”专项整治
行动。自当年2月份以来的半年，公安机关组织打
击行动152次，抓获号贩子733人，其中刑事拘留
14人，治安拘留719人。

但号贩子仍在北京各大医院猖獗，一名驻院
民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屡禁不绝，除了
有市场需求、专家号利润太大的利益驱动，再就
是号贩子的违法成本太低。

该民警说， 有时一抓就是十几名号贩子，抓
到他们后拘留7天又出来了， 他们依旧继续从事
贩号生意。 (张甜甜、黄梅、郭伟、老白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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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号贩子背后有团伙操控

医院窗口一半是号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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