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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多名网红医生在
自媒体上发布视频或文章，讲述了其在下
班后为患者加号看病的经过。但这些医生
讲述的故事情节过于雷同，有摆拍造假的
可能性。记者检索后发现，至少有 20 名网
红医生都发布过此类雷同故事情节：患者
从远方来，不会预约也不会挂号。一名在
网上发布过此类故事的医生承认，这些内
容系其宣传团队“添油加醋”所致，拍摄时
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一遍。

多名医生账号多名医生账号
讲述故事过于雷同讲述故事过于雷同

今年 1 月 3 日，一名拥有 42.7 万粉丝的
儿科医生郭某在其认证自媒体平台上发布
视频：从门诊下班后，发现候诊区有一对母
女从广西坐火车赶来看病，不会预约挂号，
于是想着在候诊区睡一宿，第二天再挂号。

郭某在视频中称，他当时“心里一酸，
心情很复杂，假装回过头去，擦了擦眼角的
泪水”。他怕母女夜里受凉生病，因此加班
为孩子看了病，得知孩子得的是抽动症，为
孩子开了方子。母女离开后，助理问直接
开方子是否合适，郭某表示：“我仅仅挨的
是批评，病人承受的事更多。如果医生的
心都黑了的话，这世界还有白吗？”在视频
的评论区里，不少网友为该医生的行为所
感动而点赞。

近日有网友发现，同样温暖人心的故
事，出现在了全国数十名医生的自媒体账
号上。这些故事不但剧情高度相似，就连
视频开头的话也都是相同的：如果医生的
心都黑了，这世界还会有白吗！

有医生承认拍摄时有医生承认拍摄时
只是照稿子念了一遍只是照稿子念了一遍

记者检索发现，至少有 20 名医生的自
媒体账号，均发布过与上述故事雷同的内
容。医生来自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湖南、
贵州等多地。这些视频或文章均以第一人
称自述的方式呈现，部分视频会有“仅为个
例参考，如有不适，线下就医”或者“疾病治
疗和具体用药请前往正规医疗场所就诊，
本视频仅作为医学科普不作为诊疗依据，
本视频不推广任何药物”等提示，但相关视
频及文章内均没有内容为演绎或虚构的提
示。

真有这么多医生都有如此雷同的遭遇
吗？记者联系了部分涉事医生所在的医
院，其中贵州贵阳的一家医院工作人员表
示，自己不清楚医生的相关情况。

记者注意到，在某医疗网红孵化机构
（简称 MCN）自媒体平台上，一些发布了此
类遭遇的医生显示与 MCN 机构签约。其
中一家 MCN 机构签约的医生中，就包括前
述于今年 1 月发布了此类故事的儿科医生
郭某在内多名发布了前述雷同情节的医
生。

据悉，MCN 机构相当于互联网领域的
明星经纪人，在招收一批网络主播和创作
者后，为其提供内容策划、宣传推广、粉丝
管理、签约代理等服务，以实现网红孵化、
IP 衍生、流量变现等目的。

6 月 8 日，郭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
言，他曾有看到患者从外地赶来，并为这些
患者加号的经历。但是他的自媒体上发布
的视频故事是宣传团队“可能做宣传的时
候添油加醋了，实际没有那么夸张，我已经
让他们删掉了”。

当记者询问，视频内容是否是 MCN 机
构让他照着稿子念了一遍，郭某予以承
认。他称自己临床工作比较忙，“有时候发
这些东西，会大致看一看，比如科普类的。
像这种故事类的可能都不让你看”。

郭某表示，他今后会加强对于此类视
频的监管，督促 MCN 机构改正这些问题。

有和网红孵化机构签约医生有和网红孵化机构签约医生
在社交平台发布挂号预约服务在社交平台发布挂号预约服务

记者注意到，与郭某签约的这家 MCN
机构也在社交平台上注册了官方账号，平
时经常转发医生发布的文章、视频。其中
一名在某平台有 14.2 万粉丝的耳鼻喉科医
生刘某某的账号显示，刘某某也与这家
MCN 机构签约合作。刘某某的账号上，经
常发布家长带儿童来就诊的视频，在很多
视频的评论区里，会留下预约挂号的客服

微信和电话。
记者以患者家属的身份联系到该客服

人员，其表示刘某某非常擅长诊疗过敏性
鼻炎等耳鼻喉疾病，因此来就医的患者很
多，患者需要提前 1 到 2 周通过客服人员预
约，为患者挂特需门诊的号，每次挂号费为
300 元。有不少患者都是在网上看了刘某
某的视频后，来预约挂号的。

6 月 8 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刘某某坐诊
的医院，诊区外有多名家长带着孩子在等
候就诊。一名家长说，他是带孩子从山西
过来专门找刘某某就诊的，这是他第二次
为孩子预约刘某某的特需号。

“我是看了刘某某的网络直播，才带孩
子来看病的。”这名家长表示，上一次来看
病时，他也是通过客服在网上预约，除了
300 元的预约挂号费，他还花了几百元的药
费，“总共花了 1000 多元钱”。

该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刘某某没有
普通门诊，患者来看病时应先通过网络预
约，该院买药不能使用医保。

一些剧本看似暖心一些剧本看似暖心
实际是编造故事蒙骗公众实际是编造故事蒙骗公众

四川大学新闻系退休教授张小元告诉
记者，如此雷同的故事，真实出现在这么多

医生的经历之中，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不
约而同出现同样的语言表达的概率就更低
了。

张小元说，实际上近年来创业、三农等
领域也曾出现过大量故事高度雷同的视
频，后来被发现都是 MCN 机构编造类似的
剧本，误导公众信以为真，以此博取流量。
这类情况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这次大量
医生讲述如此高度雷同的故事，很可能也
是类似的原因。

“网络的基本逻辑就是通过吸引流量，
实现变现。但能够吸引流量的剧情可遇不
可求，加上一些 MCN 机构‘偷懒’，将吸引
流量但剧情相近的剧本套用在很多主播身
上，导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张小元说，尤
其是一些剧本看似暖心，但实际是利用虚
假的故事蒙骗公众。

“网红医生应该承担起传播真实信息
的责任，能够自觉规避虚假的、有误导性的
信息。同时，很多雷同的视频、图文出现在
社交平台上，按照现在社交平台的算法和
技术应该不难发现，如果发现违规行为，社
交平台应及时予以处罚。最后，相关部门
也应督促社交平台和医生履行好各自的责
任，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张小元表
示。

此前已有网红医生此前已有网红医生
因虚假摆拍被无限期封禁因虚假摆拍被无限期封禁

今年 5 月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印发通
知，要求加大对涉医网络直播带货、信息内
容、传播秩序等的监管力度。重点打击违
规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等广告，
以及散播涉医谣言等违法违规行为。今年
5 月，抖音安全中心发布案例称，某整形机
构 医 生 陶 某（账 号“ 老 陶 说 真 话 ”，粉 丝
148.4 万；账号“我最勇敢”，粉丝 17.4 万）在
多平台发布手术室场景的视频称：一位病
人与朋友喝酒、唱歌、泡澡后突发脑血管爆
裂，经抢救仍未脱离危险。

该视频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平台“无
底线博流量”治理专项团队研判发现，陶某
在过往视频中曾透露自己为安徽某整形机
构医生，按常理不太可能参与此类急救，该
视频高度疑似虚假摆拍。

经当地卫健部门和网信部门调查，陶某
执业的整形机构负责人承认，陶某称该视频
是“自己在家自编自导的”。陶某虚假摆拍并
且未注明“演绎”的行为，违反了关于“演绎”
类作品的内容创作规则，平台决定对其账号

“老陶说真话”“我最勇敢”无限期封禁。
本报综合消息

“你好,请扫码点餐!”不知何时起,去餐
厅就餐,服务员问候的第一句话从“请看菜
单”变成了“请扫码”。记者调查多家商
场、餐饮店发现,“扫码下单”已是很多消费
场景中的“标配”,而这些二维码却成了商
家引流,搜集消费者微信头像、手机号、位
置等信息的隐晦工具。

扫二维码掉进扫二维码掉进““陷阱陷阱””
一不小心买了会员一不小心买了会员

“扫码成了‘拦路码’,一不小心就掉入
陷阱了。”市民程女士在济南振华商厦停
车场停车后,准备扫码离场,结果弹出的是
领取5元优惠券的界面。

“输进信息的一瞬间,就收到一条验证
码短信,输入验证码后却不是停车优惠券,
而是告知成功购买山东联通的plus 会员,
扣了10元钱。”程女士说,“本是为了缴费
节省时间,现在为了退订耽误了不少事。”

随后,记者来到这家商场停车场,尝试
扫码后发现:扫码后会弹出一个“5元优惠
券可领”字样的弹窗广告。倒计时结束之
后没有点击的话,广告会自动关闭,但是在
输入车牌号的页面依然会出现一个“5元
优惠券可领”字样的提示链接。

市民王先生也多次遇到过此类情
景。“以领优惠券的噱头,自动跳转第三方
链接,注册登录,一系列烦琐且看不懂的步

骤后,不知不觉泄露了信息。别说老年人
了,就是年轻人也很难避‘坑’。”

此外,贴在停车场里的二维码,有时
可能并不是停车缴费码,而是商场微信公
众号。在济南某商场内,随处可见“停车
优惠”的广告,扫二维码之后,还是必须先
关注商场微信公众号,才能跳转到停车缴
费小程序,在注册会员、同意其隐私保护
条例后,才能领到优惠券。这样下来,无
形中透露了较多个人信息。

对于上述几类情形,记者采访了多位
市民。有市民表示,不少停车场无人看管,
除了这种支付方式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去
避雷；也有市民称,为了快速离场,基本不
太注意这些；还有市民认为,为了优惠券,
注册个会员没什么损失。

不提供菜单不提供菜单““强制扫码强制扫码””
只有只有““扫码扫码””才享优惠才享优惠

类似情况,在餐饮行业更为普遍。
“你好,请扫码点餐!”记者以消费者身

份在世茂、万象城等多个商场探访发现,多
家餐厅都首先推荐“扫码下单”。

“菜单上的部分菜品,店里不做了。不
过,小程序里显示的菜都能做。”在某烧烤
店,当记者坚持看菜单时,一位店员建议,扫
码下单更简单些。

在另一家餐厅,服务员表示,扫码点单

可以先注册成为他们店的会员,输入生日
和手机号,菜品可享受会员价。当记者问
为何要索要这些信息时,商家则表示主要
为给予会员生日、节假日福利。

路边的一些快餐店等,使用二维码扫
码下单更为普遍,这些二维码则多由第三
方软件提供服务。顾客在扫码后,弹出“获
取个人信息”的申请,在个人信息授权一栏
显示,将收集顾客手机号码、收货地址、个
人定位等信息,并提供给商家或第三方外
卖配送平台。

市民李女士分享了她的类似遭遇:她
在某咖啡店点单,由于手机没电关机,便想
通过菜单直接点单,店员却表示,店内没有
菜单,只能扫码。不仅如此,记者注意到,在
咖啡店扫码点单后,便默认注册了该品牌
咖啡的会员。

在另一品牌连锁饮品店,正值高峰下
单时段,两名店员忙着制作饮品。当问及
能否直接点单时,工作人员告知记者需扫
码下单,否则就要等一会儿。工作人员还
介绍,店内推出活动,某款饮品只有线上下
单,才能享受优惠价。

有商家因有商家因““强制扫码强制扫码””被处罚被处罚
““二维码二维码””自由需全行业重视自由需全行业重视

“现在都是走系统,您这边下单了后
厨、收银都能看到。”对于“扫码下单”,济南
某快餐店老板表示,“既省去了消费者的沟
通成本,也帮助商家减少了人力成本,还能
提高前厅后厨的联动,提高出餐效率。”

“作为一种选择工具,扫码点餐、扫码
排队等本身并无不可。但关键是要依法
而为,充分尊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山东
舜祥律师事务所王建华指出,有的商家要
求扫码消费的目的是锁定会员,为二次营
销累计顾客和消费数据,“这种行为往往忽
视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而且
超范围索取个人信息的行为涉嫌违法”。

事实上,已有商家因为“强制扫码”付
出了代价。据报道,北京的孔先生在某餐
饮店消费时,发现需要关注商家微信公众
号才能点单,认为商家强制获取消费者个
人信息,遂将该商家起诉至法院。最终,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认
定被告商家的相关行为侵害消费者个人
信息权益,需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
5000元公证费。

“强制扫码”该如何监管?6 月 5 日,记
者咨询了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
易监督管理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
在“强制扫码”的监管环节,涉及的职能部
门较多,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作为商家,要
为消费者提供有选择性的服务,不能只有
扫码下单一种选项。” 本报综合消息

网红医生“看诊”视频被质疑摆拍

强制扫码强制扫码：：给谁方便给谁方便，，让谁麻烦让谁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