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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32.4万个托位
助力“幼有所育”

变味的“网红医生”：

“流量病”如何治理？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颜之宏 杨淑馨

随着短视频和直播的兴起，越来越多医生开始在线分享医学知识。将复杂的医学知识转化为听得
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有助于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

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伪装医生、“伪科普”、带货卖课博取流量的行为，却让医疗健
康科普变了味、走了样。

穿上医生“马甲”的“网红”风靡直播间

某短视频平台上，博主身着
“白大褂”在近似医院的场景中开
始“表演”。冠着“男医生”名头的
博主，不时帮助扮演患者的女主
角，评论区不少人表示“医生太暖
心了”。

然而，记者发现，该博主并未
获得医生身份认证，利用“医生”
人设虚构剧情，实则是为卖货“搭
台”，推荐牛奶、维生素、洗衣液等
产品。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获得身
份认证的医生从事与本专业不符
的“健康科普”工作，为多款产品
带货。记者注意到，有“妇科医
生”给男士T恤带货，“骨科医生”

给美容产品带货。
“我们的肠道里，住着数以万

亿计的微生物。”在某短视频平台
上，一名认证为广东某三甲医院

“神经康复科”的医生就食用益生
菌的好处侃侃而谈。在其主页
中，这名“神经康复领域”专家为
某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带货。详
情页面显示，标价为 59.9 元的产
品销量已接近3000件。

在部分直播间内，还有一些
所谓的“营养专家”虚构各类头
衔、推销虚假保健品。

今年 5 月，安徽省淮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一起诈骗
案。涉案人员迟某军只有高中

文化，为了向老年人兜售价值不
菲的保健品，他虚构“国家一级
保健医师”“国家一级营养师”等
诸多头衔，在直播间内大谈养
生。在推销一款胶囊保健品时，
迟某军虚构产品具有降血脂、治
病功效，对老年人进行“洗脑式”
推销诈骗。

一家平台新发布的医疗内
容治理规范显示，创作者不得通
过不当营销、不当演绎等方式发
布虚假同质化医疗类内容。今
年 8 月，该平台对 1711 个相关违
规账号进行无限期封禁、短期禁
言等处置，处理同质化视频 3.7
万条。

“嘴上是科普，背后是生意”

穿上“医生”的“马甲”，就能
在科普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有
利可图让一些博主降低底线，“嘴
上是科普，背后是生意”。

“医生给保健品带货的抽佣
能达到30%到60%。”从事线上“达
人”资源对接的王女士向记者透
露，“维生素 C、叶酸这类产品最
多，吃了对人没什么太大影响，又
能获得可观提成。”王女士说。

记者获取的一份某平台“健
康科普领域”的“软文”报价单显
示，在该平台上拥有3万以上粉丝
量的“医生博主”每篇“软文”的费
用是 1 万元。“这类是不包含‘挂
链’（直接放购买链接）的，如果要

‘挂链’，销售需要跟博主分成。”
业内人士透露。

记者在某平台上联系了一名
医美领域的博主，以带货保健品
为由向其了解“抽佣”情况。“你
卖多少钱，我抽走一半。”该博主

告诉记者，50%的“抽佣”比例并
不 保 证 销 量 ，“ 卖 一 瓶 ，抽 一
瓶”。沟通过程中，对于要带货
的保健品本身的资质和功效，博
主却只字不提。

另一方面，平台的监管缺失，
也为“造假”和“引流”留有空间。

当前，平台对于医生身份审
核认证的标准不一。记者查询
相关平台的认证要求后发现，一
些平台需要医院出具在职在岗
证明来验证医生的真实身份，一
些平台仅需提供执业医师证就
能获得认证，还有一些平台对药
剂师、护士等身份的证明也予以
认证。

除了认证标准不一以外，各
大平台身份认证主要停留在医生
的“硬资质”本身，对于其科普内
容是否与执业领域“专业对口”并
未做审核，一些MCN机构也得以
借资质“粘贴”科普文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
学副主任医师王西富表示，一些
非本专业医生为了蹭流量带货，
导致跨专业、跨科室的科普大行
其道。“有的MCN 机构与医生合
作是为了‘借身份’，利用医生的
资质过平台认证关，账号的日常
内容却是运营人员维护，实际上
是‘挂羊头卖狗肉’。”

受访专家指出，健康“伪科
普”往往很难被认定为“谣言”，处
罚很难起到震慑效果。“很多健康
话题本身就有‘灵活解释’的空
间，有的博主为了吸睛，刻意放大

‘几率极低’的事件。”
此外，健康科普资源很容易

获取。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记
者仅花费0.99元就获取了9500份

“体质养生科普文案”，其中包括
诸如“最快提高免疫力的方法”

“最快的瘦大腿的方法”等多个
“实用”健康科普文案。

纠歪风遏制“伪科普”

冒用医生身份或以医生身份
进行“伪科普”的行为，不仅可能
对普通人的健康造成危害，还严
重损害医护群体的形象。

2023年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
法中明确规定，禁止以介绍健康、
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

上海君悦（杭州）律师事务所
高兵律师认为，根据刑法、医师法
的有关规定，在平台上冒充医生，
进而宣传售卖保健品或药品，有
可能构成诈骗罪或非法行医罪。
执业医师在网上诊断与自己执业

范围不符的疾病，或推销与自己
执业范围不符的药物，可能构成

“超范围执业”；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

记者从福建、广东等地公立
医院了解到，在职医生如需开设
有平台身份认证的科普账号，需
获得医院授权；为防止产生掮客
行为，也禁止在职医生从事各类
直播带货工作。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
院长高艳东建议，医疗机构加强
对本单位医务人员及证件的管
理，让医学科普真正发挥应有的
社会价值；监管部门加强对虚假
摆拍、宣传的监管力度，防范误导

患者带来的社会风险。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

长苏俊斌建议，平台更多落实主
体责任，采取技术手段识别“违规
文案”、拦截和屏蔽“伪科普”内
容，维护健康科普的公益性和严
谨性。

“不要随意套用健康科普中
的症状和诊断。身体出现不适
时，应直接前往医院就诊。”多位
健康科普博主建议，应尽量关注
经平台身份认证的博主，或观看
经权威媒体核查证实的科普内
容，切勿轻易购买伪“医生”在视
频或直播中推销的保健药品。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新华社南京9月23日电 记者22日从江苏
省卫生健康委获悉，为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减
轻家庭育儿负担，江苏正加快建立主体多元、
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截至2023年底，全
省共有托育机构 5400 家，可提供托位 32.4 万
个，千人口托位达3.8个。南京、无锡、苏州3市
入选首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

走进南京市建邺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
育园，可以看到保育师正带着孩子们玩游戏、
看绘本，园内环境温馨整洁，设施一应俱全。
市民张女士将她两岁多的女儿送来上托班，她
说：“托育园的环境、收费、师幼配比、活动设
置、场地设施等让我们比较满意，所以也放心
把孩子送过来。”

建邺区是南京人口结构最年轻的城区，有
不少年轻父母面临“带娃难”这一痛点问题。
据服务中心副主任蒋雪霞介绍，中心利用辖区
内医疗机构优质资源，建立三级医育结合服务
体系，提升婴幼儿科学养育照护水平，可提供
托位80个。自去年9月开园以来，服务中心托
育园一直处于满员状态。

为更好满足家庭育幼“刚需”，南京出台了
普惠托育机构评估标准和相关奖励办法，鼓励
发展公办、公建民营、民办普惠托育机构。目
前，南京已建成省市级普惠托育机构91家，市
区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6家。

托得起，还要托得好。针对“放心托育，方
便可及”的群众诉求，江苏多地积极探索多元
化托育服务发展模式，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
助等方式，支持社区、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等
各类主体举办托育机构，加快构建普惠安全的
托育服务体系。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苏州正积极推进
“15分钟托育服务圈”建设，计划到今年底，新
增爱心托育用人单位20个，为职工提供上下班
同步的福利性托育服务，同时计划新增100个
社区普惠托育点，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时
托、计时托等服务；无锡、泰州等地在企业、园
区内举办托育机构，为职工免费或优惠价格提
供托育服务，实现员工带孩子“一起上班”；南
通探索打造“1+N”托育模式，以1个示范托育
机构带动N个社区嵌入式托育点共同发展。

“小托育”蕴含“大民生”，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有助于缓解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推动建设生育
友好型社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现
有约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的婴
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家庭小型化趋势愈加明显，代际之间照料能力
减弱，越来越需要现代化、社会化的托育服务。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江苏将科学规划托育资源布局，完
善落实普惠托育支持政策，加强托育人才培养
体系建设，引导托育机构加强专业化、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推动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朱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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