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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2日，郑州客运段烟台五组值乘
郑州—烟台K8003次乘务。开封站开车时，7车61
号座位旅客王树国感到心脏疼痛，按照段和车队工
会的要求，烟台五组党支部书记、列车长李宾接到通
知后即带领红十字人员赶到现场救护，并通知商丘
站联系120医护人员到商丘站接站。① 李宾

国庆期间，郑州客运
段高铁一队党总支充分
发挥车队“郁金馨菲”“四
三服务法”服务品牌优
势,为出行旅客提供咨

询、转车换乘等服务，同
时通过讲解列车安全知
识、商务旅客特色服务等
措施,不断提升旅客出行
体验。① 王仙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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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新型线上“号
贩子”用非常手段抢号并炒
高价格，破坏医疗公平，必须
加大打击力度。

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获悉，近年来，北京通
过在医院设置“人脸识别”等
方式，加强对“号贩子”的甄
别和监控。截至目前，已有
数千名“号贩子”被系统关
注。同时，“京医通”挂号平

台和多家知名医院已采用多
种网络技术手段防范“号贩
子”抢号行为。

专家建议，卫生管理部
门、医疗机构、挂号平台开发
运营方等应通过后台流量监
测、实名认证核验等方式改
进技术监测手段。同时，切
实深入推进分级诊疗，让优
质医疗资源进一步得到合理
分配。

北京勇者律师事务所主
任易胜华表示，“号贩子”抢
占、倒卖号源的行为长期处
于灰色地带，在涉足网络前
多以行政处罚为主，只有存
在寻衅滋事等情况才能进行
刑事处罚。建议在未来开展
专项执法行动的同时，进一
步完善相关法规、条例，严惩
各类医疗“号贩子”。

据新华视点

“号贩子”转战网络
“3秒一刷”医院官方平台抢票

▶随着网络预约挂号的普及，一些从前在医院窗口排队
霸占号源，或一天到晚疯狂拨打挂号热线的“号贩子”，转
而使用订制的非法软件，通过攻击官方挂号平台抢号。
▶近期，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罪判处高某等3名“号贩子”九个月至一年六个月有期徒
刑。透过这起案件，一条线上贩卖医院预约号的非法产
业链浮出水面。

“使用自制非法软
件，每 3秒攻击一次‘京
医通’等官方挂号平台抢
号。这些票贩子涉及破
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
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张
洪铭说。

据介绍，检察机关在
办案中发现，随着网络预
约挂号的普及，在医院排
队霸占窗口、从早到晚猛
打挂号热线等传统抢号
招数已很难成功，一些不
法分子于是打起了新主
意。

“听说可以花钱订制
针对‘京医通’的抢号软
件，当时我就心动了。”主
犯高某曾是多年混迹于
北京同仁医院等多家知

名医院的“号贩子”，随着
公安、卫生等相关部门的
严厉打击及新型挂号方
式的转变，他的“生意”每
况愈下。

此后，通过论坛发
帖，高某找到位于广东的
某软件工作室，以 6000
元价格向对方订制针对

“京医通”的抢号软件。
该工作室成员几乎是清
一色的“90后”。其负责
人向警方交代，看到论坛
上有不少类似的需求就
进行了回应，未考虑开发
这类软件可能涉嫌犯罪。

短短半年时间，高某
用非法抢号软件从“京医
通”抢得三甲医院专家和
普通号源590余个，平均
每月获利约1万元。

仅靠一部电脑或一部
手机，一些躲藏在偏远角落
里的“号贩子”就能抢占大
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让普
通患者挂专家号“难上加
难”。

远程“遥控”拉客、抢
号。记者调查发现，为逃避
警方打击，多名线下“号贩
子”离开城市返回家乡继续
从事非法营生。回到河南
周口老家的高某，凭借电脑
和手机为众多赴京就医的
患者抢号。“客源”主要是他
与同伙多年积累的患者“回
头客”。据悉，高某的“下
线”臧某某，在云南丽江做
生 意 的 同 时 也 兼 职“ 倒
号”。这些“号贩子”在交易

完成后进行分成。
线上组织动员形成利

益联盟。一名被抓获的“号
贩子”郭某交代：“以前排队
一天也就挂两个，现在用软
件一天能抢4个，最难挂的
专家号能加价 2000 元，一
般的号加价200元左右，找
我挂号的外地患者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机
关在办理类案、串案中发
现，一些“号贩子”还通过网
络建立全国“号贩子”联网
平台，将国内一些知名医院
划分片区，资源共享、互通
有无。

记者调查了解到，为实
现号源共享，“号贩子”们形
成利益“同盟军”，他们通过

微信群联系，每名“号贩子”
有主攻的医院，遇到患者想
挂其他医院的号就把信息
发到群里，事成后接单者和
介绍人利益分成。据一名
涉案“号贩子”交代，他所在
的一个微信群里就有 100
多名“号贩子”，一旦有人被
查，消息在圈内迅速传播。

证据电子化，调查取证
难。东城检方介绍，网络

“号贩子”反侦查意识较强，
涉案嫌疑人对电脑里的相
关文件进行技术处理或称
手机丢失，导致难以查明抢
号数量和违法所得。对此，
办案人员通过技术手段，锁
定上百个用于抢号的电话
号码，固定关键证据。

订制非法软件，“3秒一刷”疯狂抢号

抢占大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专家号能加价2000元

已有数千名北京“号贩子”被系统关注，相关法规应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