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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傍名牌泛滥，这病必须治
北京协和医院目前在外地并无“分号”，但搜索“协和医院”竟蹦出1700多家，

可见医院“傍名牌”已泛滥。这不仅是对正牌医院声誉的伤害，也对患者造成误
导，扰乱了医疗市场秩序，亟待在全国医疗系统开展一场“打假”行动。

□冯海宁

你以为“协和医院”指的就是北京协和
医院？记者通过第三方软件检索发现，全国
竟有1700多家“协和医院”。“同济”“华山”
等知名医院，同样长期遭遇“傍名牌”困扰：
正牌就几家，但全国不认识的“亲戚”却有成
百上千。
购物选名牌商品，看病选名牌医院，这是

公众的普遍心理。然而，不少患者就诊的知名
医院，其实是“山寨医院”。以建于1921年的北
京协和医院为例，目前在外地并无“分号”，但

媒体记者搜索“协和医院”竟然蹦出1700多
家，可见这种“傍名牌”已泛滥。部分医院公然
“傍名牌”，不仅是对正牌医院声誉的伤害，也
对患者造成了误导，扰乱了医疗市场秩序。
亟待在全国医疗系统开展一场“打假”

行动，以维护患者权益、知名医院声誉、医疗
市场秩序。这里所说的“假”，是指部分医院
在名称、商标和宣传上与知名医院“沾亲带
故”；这里所说的“打”，是指有关方面牵头、
地方部门配合，知名医院、患者和行业协会
等方面共同参与行动。
对于完全假冒知名医院的“山寨医院”，

有关方面应该坚决依法取缔。值得注意的
是，“傍名牌”的医院不少是通过当地有关部
门注册的合法医疗机构。对此，应当对照《商
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全
面审视，凡是损害知名医院声誉的，除了限
期整改外，还应该依法开出罚单。也就是说，
即便“山寨医院”注册合法，但不等于其他行
为合法，比如某地协和医院高调标识自己是

“全国协和品牌连锁医院”，就属于虚假宣
传。目前按照相关工商管理条例，北京协和
医院不能独享“协和”二字。我国如何启动医
疗领域“老字号”保护工程，能否让其他与“协
和”没有渊源的医院改名，值得思考。
据悉，建院140多年的武汉协和医院和福

建协和医院与“协和”有历史渊源，那么这两
所协和医院就不算“傍名牌”，相反由于其历
史悠久，应该与北京协和医院一起得到特殊
保护。而其他地方的“协和”医院应当改名，至
于怎么促其改名可以讨论，《反不正当竞争
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
另外，知名医院自己也要重视知识产

权、商标保护。尽管北京协和医院曾两次召
开发布会公布“北京协和”未在各地设置分
院等情况，以帮助患者鉴别“真假协和”，但
媒体记者检索发现各地“协和医院”数量还
在增长。这说明仅提醒患者是不够的，还应
该拿起法律武器积极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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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机“有毒应用”，要提醒更要查处

“洗白征信”差点被套路敲响警钟

■观察家

巷 议

到学校给儿子送东西，担心高跟
鞋走路声音太响影响学生听课，江苏
溧阳这位暖心妈妈竟悄悄脱下鞋子，
赤脚跑了四层楼。这一幕恰巧被学校
一位教师发现，随即拍下了这令人感
动的画面。10月17日，记者找到这位
“赤脚妈妈”，她叫孔彩芳。听说赤脚照
片受到称赞时，她不好意思地说：“看
到教室里那种场景，可能谁都不忍心
去打扰。”（10月18日《现代快报》）
孔彩芳赤脚爬四楼，理由很简

单，正如她本人所说的那样，“不忍心
去打扰”宁静的校园环境，下意识地
脱下高跟鞋。这体现了良好的个人素
质，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教育的呵
护。她不曾想到，这一细心之举竟然
引起了无数人点赞，定格为一个尊重
教育的“最美背影”。这背影感动了无
数师生，比任何溢美之词都动人。

王甄言

面膜变面“魔”
还须监管“降魔”

□苑广阔

近日在净网行动中，国家计算机病毒应
急处理中心通过互联网监测发现，10款违法
有害移动应用存在于移动应用发布平台中，
其主要危害涉及隐私窃取、恶意传播、资费消
耗、系统破坏和流氓行为五类。提醒广大手机
用户不要下载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避免
手机操作系统受到不必要的安全威胁。（10
月18日《华商报》）
用户一旦下载这10款有毒有害软件，就犹
如在自己的手机里面安装了一枚隐形定时炸
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引爆”，给合法权益
带来损害。这样的提醒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在
提醒之后，相关部门也应迅速介入，予以查处。
一则，此次公布的“有毒应用”达10款之

多，而且还精确到某个版本，让每个手机用户
都记住，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二则，相关提醒
是通过媒体广而告之，但显然不是每个手机
用户都会关注到这样的提醒。既然这些“有毒
应用”存在如此大的危害，且已经被发现，那
么相关职能部门就应该从源头上进行规范、
整顿和查处。
假如此次被公布的某些手机应用软件，

还在以重金聘请明星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
推广时，国家有关部门就应该意识到，要给
“有毒应用”套上法律的笼头，使其在法律轨
道内行事。
客观而言，我国目前并不缺少关于互联

网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刑法》《关于加强网
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及《关于维护互联网安
全的决定》等，都对这方面有所涉及。除此以
外，还有很多地方性的法规条例。所以现在最
关键的是加强市场监管和处罚的力度。一方
面，通过严格的监管和处罚，把“有毒应用”挡
在手机应用市场的大门外；另一方面，则是采
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于发现的“有毒应用”进
行包括下架、处罚，并依法追究责任。

□杨朝清

看中北京南三环一个小区的房子快两
年多的李朝睿最近准备出手，可就在申请贷
款时收到了银行给出的5条不良信用记录，
慌了神的李朝睿生怕贷款不顺利，便在一些
论坛上找起了“洗白中介”。好在银行工作人
员及时的一通电话，让李朝睿没有掉进“洗
白中介”的“套路”之中。（10月18日中新网）
很多缺乏信用管理意识的人，直到办理

贷款时才发现自己的征信出了问题；少数人
非但没有深刻反省，反而试图“走捷径”。
“洗白征信”并没有那么容易，而那些打着
“洗白征信”旗号的骗子们，肆意吹嘘自己
的神通广大；“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一个电
话，消除记录”这显然迎合了人们的捷径心
态。快速“洗白征信”说到底，就是用一种投
机取巧的手段来逃避社会信用建设；如果
“洗白征信”那么容易，整个社会的信用管

理就会被消解了意义。
著名作家巴金在《再说小骗子》一文中

写道，“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到前门，
他们只好另想办法找门路开后门，终于撞到
骗子怀里。”天上很少掉馅饼，地下却从来都
不缺乏陷阱，你想着“花钱消灾”，骗子想着
从你身上“捞一笔”；你以为骗子们有门路，
骗子们觉得你“人傻钱多”。
“洗白征信”差点被套路值得警惕。“洗
白征信”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污点修复，只不
过是用错了方法。目前，各地纷纷出台相应
的方案和措施，建立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
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但从目前实践来
看，由于缺少信用体系建设的统一立法，各
地信用体系建设缺乏标准。只有让“鼓励纠
错、有限期惩戒、有条件修复”落到实处，建
立更完善的实施操作系统，让污点修复实
现宽严相济、张弛有度，“钻空子”的人才可
能消失。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17
家企业生产（代理）的27批次不合格
面膜进行了通告。随后，检测人员又
对16家企业的23个批次面膜进行了
检测，发现还有12家企业的18批次面
膜菌落总数不合格。其中一款面膜样
品，其菌落总数超出标准限量值7200
倍。（10月18日《科技日报》）
其实，面膜之类的化妆品，一直

以来都被各种争议所包围，营销方式
混乱、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监管等。一
些不法商家在面膜中添加违禁物质，
使面膜变面“魔”，美容变毁容，严重
损害了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面膜变面
“魔”，还须监管“降魔”。应实行电子
监管、定位监管，严格监管微商销售
产品的来源和合格认证、厂家生产资
质等。同时，网络平台方应加强对电
商和微商的把控。一旦发现问题，就
要依法严惩。 汪昌莲

脱高跟鞋爬教学楼
为“赤脚妈妈”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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