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进口药品”多是走私入境的“水货”甚至是“三无产品”，“资深美容专家”可能是无行医执照的“7天速成班学员”，“VIP诊室”是居民

楼里连消毒设备也没有的小隔间……

近期，上海警方会同上海市场监管、药监、卫健等部门开展深度排查和集中打击行动，捣毁2个非法经营走私入境医美产品的犯罪团伙，

查处60余家无证医疗美容诊所，再次暴露医美行业一直存在的“黑药品、黑医生、黑诊所”问题。

本报地址：金陵东路121号 电话：办公室6913008 总编办 6762816 广告部 6762986 发行部 6913029（稿费咨询、报纸投递投诉）印务中心6913036 邮编：337055 印刷：萍乡日报社印刷图片中心 零售价：1元

2020年6月27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张建辉 责任编辑/杨彩玲 责任校对/陈雨婷
时 事4

生活服务福利补贴、就业创业税
费优惠……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残疾
人民生保障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推进
残疾人小康进程不断提速，残疾人证
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从有关部
门了解到，一些地方仍存在“假残真
证”情况。

假残疾如何办得真证件？所图何
利？如何“堵漏”？记者展开调查。

“假残疾”惦记真利益
“我其实没有残疾。”根据沈阳市

大东区前进街道办事处汇泽社区负责
城管、统计和安全工作的干事孙某所
持残疾人证，她是一名“智力残疾”。
记者了解到，该残疾人证为其家人代
办，她从未去过办理现场。

据沈阳市大东区纪委监委工作人
员介绍，从近期查处的一批案件情况
看，这并非孤例。当地有公职人员持
有“肢体残疾”残疾人证；也有某重点
学校老师持有残疾人证，被登记为“听
力残疾”。相关持证人均为健康人，其
所持残疾人证均为“真证”。

记者发现，这些“假残疾”盯上的
是真利益。

据相关规定，我国各级政府在生
活服务、社会保障、教育、就业创业等
方面为残疾人群体提供福利措施、优
惠政策。多地规定持残疾人证可免费
游览景区、乘坐公共交通，不少地方残
疾人在观影、购买电器、安装宽带等方
面都能凭证享受福利优惠；在广东，残
疾人创业享受减免增值税、个人所得
税政策；还有些地方有关部门对符合
条件的自主创业、个体就业残疾人，凭
证按 3000 元标准发放补贴。此前，
武汉也有人利用审核不严办理视力盲
残二级残疾证，不但申办了城市低保，
还领取各类补助共计1.8万多元。

除合法利益外，还有人违规牟

利。据记者调查，有人将残疾人证挂
靠或出租给希望不缴或少缴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的企业，收取“挂证费”，企业
则利用残疾人证搞“假用工”逃避社会
责任。

记者发现一些招聘网站上的广告
只写明招残疾人，年龄不限、姓名不
限，岗位也只模糊为“根据情况安排具
体岗位”。广东一家公司在招聘广告
中直言“公司要招聘残疾人，仅仅是挂
靠，公司帮买社保，不需上班。”据悉，
依规模不同，企业通过违规挂证租证
每年可获利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
持证人每月分得 1500 元至 2000 元
不等。记者发现，还有不法分子通过
网络为此提供“黑中介”服务。

“不上心”“被摆平” 残疾人证办
理流程仍存漏洞

“假残真证”多发与残疾人证办理
过程中的漏洞有关。

据办理相关业务工作人员介绍，
在中国残联服务平台办理残疾人证，
街道会先将申请人的自然信息电子化
上传至服务平台，然后区残联再将申
请人的体检信息录入服务平台，即可
制证发证。知情人透露，这一过程中，
有可能出现街道工作人员、残联工作
人员与体检人员都未与申请人见过面
的情况。

孙某告诉记者，自己办证时并未
去过指定体检医院体检、鉴定。大东
区小东街道办事处民强社区书记兼主
任张某锋花 1000 元找人办了本“听
力残疾”证件，他表示既没有去社区申
请，也未去医院做过残疾鉴定。

那办理证件所需材料从何而来
呢？

北海街道办事处锦园社区专职干
事姜某静曾违规为多名健康人办理过
残疾人证，她称办证人只需提供户口

本、身份证和照片，就能办出证件。姜
某静说，这是因为社区人工审批阶段
缺少有效监督，部分工作人员责任心
不强，玩忽职守；还有些工作人员被

“摆平”，对相关违规程序、材料“睁只
眼闭只眼”。

另外，医院体检、鉴定材料不少仍
为纸质文件，易遭篡改、伪造，有的还
能在网络平台上购买。

有相关业务工作人员向记者透
露，当前医学鉴定领域仍有“盲区”值
得注意。“比如，鉴定是否丧失视力难
度就很大。仪器设备无法完全保障判
断的准确性、真实性。还有听力鉴定
也面临类似困难。”这位工作人员称，
部分人为了办证大“秀”演技，可能影
响鉴定结果。

“大数据”推动精准监督 杜绝
“假残真证”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修丽丽认
为，健康人使用残疾人证骗取国家相
关补贴已经涉嫌违法犯罪。另外，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
发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
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范，
企业利用租借、挂靠残疾人证“假招
聘”逃避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纳义
务的，将可能面临勒令补缴、滞纳金
罚款、行政处罚，严重的还可能被追
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
办法》规定，对残疾评定弄虚作假、违
规办理残疾人证的有关人员将根据有
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违法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如何提升监督效能？沈阳市大东
区纪委监委正风肃纪监督室主任耿明
称，当地正尝试利用“大数据”推动精
准监督，补上残疾人证办理流程中的
监管漏洞。

四部门将联合开展

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记者胡浩 冷彦彦）近日，教
育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

《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部署开展
2020 年至 2022 年校园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全面落
实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和学校食品安全校长（园
长）负责制，切实强化监管，治
理突出问题，加强校园食品安
全社会共治。

行动方案提出，校外供餐
单位要严格筛选食品原料供
应商，严格执行食品原料进货
查验要求。主动接受监督，向
学校、市场监管部门、教育部
门公开食品原料采购和加工
制作信息。定期对大宗食品

原料、餐用具清洗消毒效果等
进行检验检测。学校要制定
明确、可操作的校园食品安全
防控要求和食品安全自查制
度、自查计划并严格落实。要
以肉蛋奶、米面油等食品原料
为重点，实行大宗食品公开招
标、集中定点采购制度。要大
力推进食堂“明厨亮灶”。要
建立并落实学校负责人陪餐
制度。要加强学校食堂承包
或委托经营管理。鼓励学校
建立先进的管理体系，提升管
理水平。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持续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严惩
重处校园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
为，主动公开查处结果。加强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监管，
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

走私的药品、无证的美容师

警惕微整形变“危”整形！
■新华社记者朱翃 王辰阳

假残疾盯上的是真利益
——“假残真证”现象调查

■新华社记者李铮 于也童 包昱涵

6月26日，唐山市曹妃甸区第六农场大张庄村的农民在收获白
萝卜（无人机照片）。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在推进农业结
构调整过程中，大力推广露天双茬种植，通过膜下滴灌技术解决早
春干旱、气温低的问题，改变种植制度，将白萝卜种植由一年一茬变
为一年两茬，并结合市场需求，推行“订单种植”模式，促进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 摄）

800 多元购入 2400 元销
售 有些是“三无产品”

2019年1月，美容院老板钱
某结识了一些医美产品卖家。
这些卖家有的来自广东、河北等
地，有的是国外的，都称能大量
提供玻尿酸、肉毒素、水光针等
产品，价格便宜。钱某从这些卖
家处大批购入医美药品和医疗
器械，在自己的美容护肤品网店
上高价销售。

以某品牌玻尿酸产品为例，
钱某以一支830元的价格购入，
以2400元的价格销售。一年时
间里，钱某及其同伙卖出 20 余
万支（瓶）医美产品，涉案金额
3400余万元。

另一个以吴某为首的犯罪
团伙，用同样的方式非法销售各
类医美产品达3000余万元。

国家对于医疗美容的药品、
器械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制
度。据了解，这些非法走私入境
的医美产品，部分是正规厂家生
产的，不法分子走私是为了偷逃
关税；还有相当一部分货品未获
国家批准进口，有些甚至是“三
无产品”，质量根本无法保障。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食
药环侦支队大队长陆琦介绍，这
些医美产品主要通过两个渠道
流入国内，一是在口岸通过背包
客“人肉”夹带，以“蚂蚁搬家”的
方式入关，再分发到各地；二是
以“代购”等方式混在物流包裹
内，从境外寄递入境。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食
药环侦支队支队长喻檬介绍，医

美药品有严格的运输、储存要
求，一般都要求全程低温冷链，但
这些走私药品的运输、存储和保
管都不符合要求。即使是正规厂
家的产品，也有可能被污染、失效
甚至变质，存在极大的风险。

“医疗美容的药品不少是直
接进入人体的，一旦出现质量问
题，后果不堪设想。这些非法走
私的医美产品，大部分流向了各
地无证医美诊所和美容美甲店，
大大增加了医美事故的概率。”
喻檬说。

低廉的价格和“说打就打”
的便利让非法微整形生意兴隆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等规定，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

主诊医师需要具有执业医师资格，
且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经
历等。但记者调查发现，从事非法
整形业务的人员大多没有专业医
学知识，也不具备医美执业资质，
有的只参加了几天的“速成班”。

犯罪嫌疑人王某曾是上海
某三甲医院的护士，看到医美行
业的高需求高利润后，她辞去工
作，经营起了一家美甲店，很快
收入比之前“翻了七八倍”。

王某到案后交代，美甲店只
是门面招牌，真正给她带来巨额
利润的是隐藏在美甲店内的微
整形业务。王某的微整形场所
就隐藏在美甲店二楼的一间小
屋内，房间里没有任何消毒设
施，仅有一张普通按摩用床，地
上凌乱地堆放着数十种医美产

品。从玻尿酸填充隆鼻、隆额、
隆下巴，到注射肉毒素瘦脸、瘦
腿，并无行医资格的王某承接了
十几种业务，而所用产品都是从
非正规渠道采购的走私药品。

在正规美容整形医院需要三
四千元的医美项目，在王某这里
只需要一两千元。低廉的价格和

“说打就打”的便利让美甲店生意
兴隆，而王某曾经的护士身份更
是成了获得客户信任的“招牌”。

王某说：“很多顾客根本不
懂医美注射与日常肌肉注射的
区别，我曾经的护士身份让顾客
格外信任。”当一些老客户自己
携带各类美容针剂交给王某进
行注射时，王某收取500 至800
元不等的“服务费”。

按规定，美容针剂注射必须
由具备医生执业资格的整形外
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生在安全、
卫生的环境中进行，必须使用国
家药监部门许可的医美产品。
一些藏身于居民楼的美容院、美
甲店等让不少贪图方便、低价的
爱美人士“颜财两空”。

20 岁出头的姑娘小高本来
容颜姣好，她花费1.6万元，在一
家藏身于商务楼里的美甲店做了

“线雕提升”，结果多处伤口肿胀
流脓，后被医院诊断为“塞内加尔
分枝杆菌感染”。医生表示，很可
能是因为手术环境脏乱或药品变
质引发感染，“容貌肯定会受损”。

医疗美容纠纷维权难 整
治非法医美需多部门联动

据了解，在“黑诊所”发生医

疗美容纠纷后，就诊者普遍存在维
权难的问题。很多“黑诊所”一旦
被查，往往换个地方“另起炉灶”。

记者调查发现，医疗美容行
业由于涉及市场监管、药监、卫
健等管理部门，容易出现“七八
个大盖帽，管不好一个小草帽”
的情况。喻檬认为，整治医美行
业乱象，要强化各部门的沟通协
作，信息互通，从线索发现到打
击查处，不断强化行政主管部门
和警方的衔接，联动执法，确保
打击整治取得实效。

上海中浩律师事务所龚清
华律师表示，净化医美市场，一
是要加强行业监管，严格按照

《上海市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
记分管理办法》规制医疗美容机
构行为；二是警方和市场监管、
药监等行政部门强化合作，快
速、有效排查化身为美甲店、美
发店的“黑诊所”，整治正规美容
店超范围经营。

一些医美行业人士表示，现
在大量天花乱坠的医美广告让
很多人盲目整形，忽视风险。建
议相关主管部门对医美广告加
强审查，避免夸大、虚假宣传误
导消费者。

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
会前主任委员郭树忠教授表示，
目前接受整形人群有低龄化的
趋势，爱美人士应增强风险意
识，不能贪图便宜和方便。“‘微
整形’不是普通美容，而是手
术，它和其他外科手术是一样
的，只要进手术室就有风险。
确有需要，一定选择正规的医
疗整形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