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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 点一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便人头攒动，从全国各地前来看病就诊
的人络绎不绝，而在距离医院门诊部200
米远的一处暗巷中，两名男子鬼鬼祟祟
地说着什么，一次专家号的“倒卖”交易
正在隐秘进行。

“全部趴下！警察！”突然，几名便衣
警察从两头冲进暗巷，将两名男子迅速
控制——这是成都武侯公安联合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部署开展的涉医“号贩子”犯
罪团伙集中收网行动中的一幕。

本次行动先后抓获“号贩子”50 余
人，这只是武侯公安分局联合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通过警医联动、多元共治，维护
患者合法权益，守护正常医疗秩序的一
个缩影。

难
年均就诊量超千万人次
川大华西医院一号难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年均就诊人次近
千万，“看病去华西”这一观念在西南片
区老百姓心中早已根深蒂固，而这也使
得医院一号难求，挂号压力常年过载。

早些年，到医院看病需要线下门诊
排号，许多人为挂上华西医院专家号不
得不通宵达旦排队，还有部分人委托“号
贩子”代排队、电话挂号、身份证“占坑”。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
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服务向线上转
移。2015年11月，华西医院推出集预
约挂号、候诊查询、门诊缴费等线上服务
于一体的“华医通”APP，通宵排队挂号
成为过去式，网上实名预约制挂号在一
定程度上使得“号贩子”抢号、占号的情
况得到改善。

然而，依然有部分患者为省事、图方
便，抱着“拿钱消灾”的想法寻找“号贩
子”，给了“号贩子”钻空子的机会。他们

顺势升级为“电子黄牛”，通过技术手段
模拟挂号操作恶意抢占号源，致使华西
医院“挂号难”问题再次出现。

抓
“警医+”联手出击

将“号贩子”团伙一锅端

“我们与武侯公安一直保持紧密协
作，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在全力打击
防范‘号贩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信息

中心主任石锐说，院方在对“华医通”APP
的运维管理和监测过程中，发现有不法
分子利用外挂软件恶意抢占就诊号源。

为最大限度地遏制“号贩子”抢号，
院方在不断升级优化系统的同时，与武
侯警方加大了案件研判和调查力度，并
于2023年底成功挖掘出两个利用“外
挂”程序恶意抢号、占号的“号贩子”犯罪
团伙。随后，武侯公安分局迅即成立专
案组，会同华西医院主动对接检察院、法
院等单位，组织召开部门会商会、案情分

析会等会议12次，并于今年4月中旬开
展集中收网行动，将两个团伙一网打尽，
现场查获用于抢号、占号的手机、电脑等
作案工具若干。

目前，以吴某、许某为首的两个“号
贩子”犯罪团伙中有19人因涉嫌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余
30余人被依法行政处罚。

治
“警医+”联动治理

让平安和健康惠及百姓

在调查中，专案组发现这两个团伙
对华西医院的放号流程、时间等信息研
究得十分透彻，专门编写制作了自动监
测号源、实施抢挂号的“外挂”软件。在
此基础上，团伙内负责在前端呲活的“揽
客员”每天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华西
专家号”代挂号的消息，将患者私信留下
的信息和数据反馈给后台“指挥员”，再
由“指挥员”利用“外挂”软件提前“霸占”
号源，最后通过收取100元至2000元不
等的高价“服务费”将号源倒卖给患者。

目前，警方已掌握到两个团伙共抢
占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知名专家号7000
余次。

除了在打击整治上下功夫，武侯公
安分局还联合院方在医患矛盾纠纷化解
上不断探索，创新区域治理工作举措，打
造“涉医矛盾调解天团”，探索形成了以

“华西系”医院为核心的四维立体防控体
系和“智慧警医共建”新机制。

依托“警医+”多元共治，近两年来
武侯警方打击处理“号贩子”“医托”189
人、扒窃8人，华西坝片区秩序明显好
转，涉医患矛盾纠纷数量呈断崖式下降，
各项平安数据连年攀升，全天“零发案”
成为常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
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从小到大一直
生活在沫水边，每次走到河边，看着清澈
的河水、宽阔的江面，内心就特别宁静。
我也曾用‘沧浪之水’勉励自己、要求自
己，再看如今，曾经的铮铮誓言似乎早已
东去不复回。”5月28日，“廉洁四川”微信
公众号披露了乐山沙湾区水务局原河道
管理股负责人田友强违法细节：眼红老
板们赚得“盆满钵满”，便想着“入局”赚
钱，提高生活“档次”；看似秉公执法，实
嫌“红包”太小。

为老板“通风报信”
一次收受30万元感谢费

田友强，1988年4月参加工作，2023
年5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乐山市
沙湾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3年9月，田友强因严重违反党的纪
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
除党籍和公职。

2023年11月，田友强因犯受贿罪，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20万元。

田友强所在的沙湾有着“灵山秀山
水，沙岸湾环处”的美誉。温润如玉的沫
水（大渡河）流贯沙湾区，不仅滋养了两

岸百姓，也为沙湾带来了丰富的资源，砂
石资源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各地建设发展如火如荼，砂
石需求量巨大。作为沙湾区水务局原河
道管理股负责人，田友强的主要职责就
是负责河道管护、采砂监管等工作，也就
成了砂石企业老板们眼中的“关键人物”。

2013年，田友强担任沙湾区水务局
河道管理股负责人后，开始与砂石老板
们熟络起来，心理也逐渐出现了不平
衡。“砂石市场价格一路走高，老板们赚
得‘盆满钵满’，我也想‘入局’赚钱，提高
生活‘档次’。”

随后，田友强开始接受砂石老板安
排的各种娱乐活动，在吃喝玩乐中，与老
板们成为“朋友”“兄弟”。他一边利用

“交情”从砂石厂购买砂石出售，赚取差
价获利，一边对砂石厂生产经营中出现
的违规问题视而不见，或只象征性地提
出口头整改要求，帮助企业逃避处罚。
砂石老板们对此“心领神会”，逢年过节
准时送上烟酒、红包。

“最初，心里非常害怕。时间长了，
胆子就逐步变大了，他们送来的时候，我
就觉得理所应当。”利令智昏，在思想上
节节败退的田友强，贪欲不断膨胀，不再
满足于只收受烟酒红包等“小甜头”，“胃

口”变得越来越大。
2020年4月，砂石老板代某中标某

砂石资源开采项目，并设立了2个砂石堆
场。代某进场施工后，田友强以口头“提
醒”代替下发整改通知书，在上级检查或
联合检查时提前“通风报信”，“帮助”代
某免于因环保设施不达标或开采不规范
等问题被发现而受到处罚。

事后，代某主动送上30万元表示感
谢，田友强欣然接受。

嫌万元红包太小
“敲打”后获50万元购房“差价”

“梁老板，你这的砂石料已经分筛完
了，必须赶紧拆除机器、平整场地复耕，
我过几天来验收。”2019年6月的一天，
田友强到某砂石厂检查工作时，对该厂
老板梁某下达“最后通牒”。

看似秉公执法，实则田友强私心作
怪、故意敲打。原来，在2017年至2018
年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期间，田友强利
用职务之便，多次“关照”梁某的砂石厂，

“帮助”其顺利完成问题整改得以继续生
产经营。事后，梁某多次向田友强表达
谢意，却口惠而实不至，田友强对此颇为
不满。

2019年1月，田友强到该砂石厂例

行检查时，梁某送给他一个红包。田友
强回家拆开红包，发现只有1万元现金，
随后，他向梁某暗示自己买房“还差些
钱”，但梁某没有“进一步表示”。田友强
对梁某愈加不满，暗下决心要寻机“敲
打”一番。

机会很快来了，田友强得知梁某准
备竞拍附近某项目清淤堆放砂石料。随
后，他以砂石料已分筛完毕为由，要求梁
某拆除机器、验收场地。

梁某即刻领会了田友强的“伺机发
难”，为避免后续生产经营受影响，便请
他帮忙开个“口子”。田友强此时也不再
绕弯子，再次表示自己买房缺钱。梁某
随即以刷卡垫付的形式，补齐了田友强
购房50万元的“差价”。

以利而聚，因利而散。东窗事发之
际，面对调查，这些与田友强以“朋友”

“兄弟”相称的砂石老板，纷纷如实交代
问题以求从轻处理。经查，田友强利用
职务之便，为他人砂石业务提供帮助，非
法收受财物共计82万元。

“属于是鼠目寸光，算错了人生的幸
福账。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家庭……”
想到自己因违纪违法身陷囹圄、家人分
离，田友强泣不成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卓滨

“廉洁四川”披露乐山一干部贪腐细节：

“敲打”砂石老板 一次收受50万元购房“差价”

自制外挂软件抢了7000余次华西医院专家号
成都打掉两个“电子黄牛”团伙，抓获“号贩子”50余人

图据成都市
公安局武侯分局

▲专案组民警缴
获“号贩子”团伙
使用的手机。

◀民警现场抓获
“电子黄牛”团伙
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