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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 打开热门网络平台，不时
有“妇科医生”给男士T恤带货，“骨科医生”推
销美容产品，“神经康复科”医生侃侃而谈食用
益生菌的好处；还有人穿上白大褂、伪造专家资
质，堂而皇之地向用户推荐药品。这些“假科
普、真带货”的视频，在老年群体中十分受欢迎。

当前，随着公众健康意识增强，医疗科普
领域热度不断提升。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
络平台上本应传递专业知识、守护大众健康
的医疗科普，近来却在流量裹挟下“变了味”：
从“耸人听闻”误导受众，再到利用“擦边话
题”博眼球，部分医疗从业者在平台上利用自
身专业光环，以科普之名行“牟利之实”。种
种行为不仅消解了行业公信力，更置患者健
康于风险之中。

明面科普，暗地里全是“生意”
“有的‘网红医生’把医疗科普当作牟利

工具，滥用专业权威为自己背书，假借科普名
义违规导医导诊，线上问诊，线下引流，直播
带货……”7月4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
布会，新闻发言人胡强强指出当前互联网健
康科普存在的问题，再次将长期存在却未得
到根治的医疗科普乱象拉回公众视野。

有数据显示，在全国10.74亿网络视听观
众中，92.1%曾通过短视频平台接触健康科普
内容，其中63%的观众已养成定期关注健康
科普账号的习惯。然而，热潮背后也滋生了
诸多乱象。

在某短视频平台，一位认证为神经康复科
医生的主播正在讲解中风康复注意事项，直播
间随即弹出维生素胶囊的购买链接，显示“限
时促销3瓶99元”。记者进一步搜索发现，这
款维生素胶囊甚至都不属于保健品，只是一款
普通糖果。

还有不少通过平台认证的医生从事与本
专业不符的所谓“健康科普”、推销带货。记者
注意到，有“妇科医生”给男士T恤带货，“骨科
医生”推销美容产品，“神经康复科”医生侃侃
而谈食用益生菌的好处。

一些没有医师资质的人也混迹其中，他
们穿上白大褂、伪造专家资质，堂而皇之地向
用户推荐药品。去年5月，安徽淮南宣判了
一起诈骗案。涉案人员迟某军只有高中文
化，他虚构“国家一级保健医师”“国家一级营
养师”等头衔，在直播间内大谈养生。在推销
一款保健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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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带货，部分医生的科普内容趋向低
俗化，有账号公然利用“红糖配某物坚持 20
分钟”“女性穿黑丝袜对健康有何好处”等标
题吸引点击，甚至有网红医生自导自演“深夜
抢救喝农药患者”等虚假急救场景，这些伪科
普视频流量甚高。

利益驱动，形成灰产链条
记者调查发现，“借科普之名暗中带货”

其实是当前行业内“不可明说”的“暗度陈仓”
之法。“头部‘网红医生’账号的流量潜力大，
暗广植入成本高，其带货抽佣比例也相应较
高，有的能达到六成。”湖北武汉一文化中介
从业人士徐女士向记者透露，医生带货推荐
的产品主要是一些保健品和食品，“不治病也
无副作用”，相比直接推荐药品更安全、风险
更小。

具体操作上，要么让医生账号直接发布
包含产品信息的“科普软广”，单条价格视账
号粉丝量而定；要么由“网红医生”在直播或
短视频中讲解病理时，隐晦提及某药品或保
健品的通用名“种草”，团队再通过“药托”在
评论区互动，引导网民搜索购买，最后再通过
电商平台实现转化，链条相当隐蔽。

一些平台对医疗从业者的身份审核漏洞，
也助长了“造假引流”的气焰。很多账号并无
认证信息，仅凭“白大褂”“手术服”等元素，以
及与医疗相关的用户名便擦边带货。

今年 5 月，记者在某热门社交平台上看
到，一名为“医学生小李”的账号并无专业认
证，其发布文案称，“甲状腺结节，这些药医院
都不说。”视频中5名身着绿色手术服的“医
务人员”用“顺口溜”的形式推荐药品。记者
发现，这些药基本都是治疗甲状腺结节的常
用药，其中夹杂着一款“名不见经传”，评论区
却有用户现身讲述这款药的疗效。

当前，多数公立医院大多加强了对在编
医生的账号管理工作。记者咨询湖北多家公
立三甲医院了解到，医生以专业身份开设自

媒体账号需在科室备案，且越是网络关注度
高的科室管理越严格，但一些民办医院和社
会机构，在这方面的管理就松散得多。

“前些年盛极一时的‘电视神医广告’，正
在向互联网平台蔓延。”一名做健康科普的三
甲医院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细看这些大搞
养生保健讲座的账号简介，会发现不少是‘某
民间医学会成员’‘知名中医国手’等缺乏权
威可信度的头衔。”

触碰红线，巩固治理仍需合力
医疗科普乱象隐患不容小觑。记者梳理

发现，公众多基于对医生专业身份的信任，去
接纳相关科普信息。但如果轻信言过其实、
危言耸听的“伪科普”，很可能既花了钱，又伤
了健康。此前就有患者病急乱投医，听信自
称“名老专家”的话，吃了半年“祖传秘方”中

成药，不仅没治好原来一侧股骨头坏死症，还
引发了双侧股骨头坏死。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脊柱及关节外科
副主任医师曹辉认为，医疗“伪科普”大行其道，
把专业严谨的真科普挤到了“墙角”。“擦边科
普”和“带货暗广”圈走了“流量”，让用心做真科
普的医生感到寒心。更严重的是，相关欺诈行
为还会加剧公众不信任感，激化医患矛盾。

“医疗科普必须坚守公益性原则。”武汉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武亦文教授指出，医务人员利
用短视频科普或直播等形式“带货变现”，实际
上是将医学专业权威演化为“商品促销”工具，
若不加以规制，个案的信任危机可能演化为行
业性污名，冲击医疗行业的公信力。

事实上，针对层出不穷的医疗科普乱象，
有的地方已采取治理措施。今年3月底，上海

推出全国首个“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
单”，明确划定九类负面行为，涵盖禁止以健康
科普形式变相带货、与不良记录MCN机构合
作等内容，为网络健康科普行为“立规矩”。

巩固治理成果，仍需多方持续努力。受
访专家和从业者建议，监管部门应进一步细
化法规，压缩灰色空间，建立医生网络科普

“负面清单”，对跨专业带货、虚假认证等行为
“露头就打”。

网络平台也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提升
监管技术、审核专业度，识别直播或短视频

“带货暗广”话术，对违规账号“一键熔断”，从
源头上阻止忽悠人的“假医生”做大成为“网
红”。同时，大力培育真正有益公众健康的

“网红医生”，为优质健康类科普内容提供更
多机会。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冯家
顺）记者22日从中央政法委获悉，党的
二十大以来，全国依法依规确认见义勇
为行为超过 3 万例、见义勇为人员近 4
万人，其中因见义勇为牺牲人员近 500
人、致伤致残人员近700人。

日前在京举行的第十五届全国
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提出，要
强化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消除英
雄仗义出手的后顾之忧；完善法律政
策体系 ，统一规范见义勇为行为认
定、表彰、保障等基础性工作；健全完
善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的地方政
策法规体系，确保他们在医疗救治、

伤残抚恤、就业援助、子女教育、住房
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得到帮助；拓
展长效关怀机制，确保见义勇为人员
生活有保障、困难有人帮、未来有希
望。推动建立稳定的见义勇为基金，
拓宽资金募集渠道，确保帮扶资金可
持续。

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关心关爱，既是
对奉献者的真诚回馈，更是对正义事业
的有力支持。据了解，近年来见义勇为
表彰奖励工作持续改进，坚持集中表彰
与及时奖励相结合，通过评选“见义勇
为勇士榜”“百姓英雄”等形式，共表彰
见义勇为英雄模范2.5万人次。

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在开展云南兰科
植物监测和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
库项目采集时，在云南省新平县元江河
谷发现了此前被评估为灭绝的珍稀濒危
植物单花美冠兰的野外居群。

“单花美冠兰为兰科美冠兰属多年
生草本植物，是云南特有种。”云南省林
业和草原科学院副研究员蒋宏介绍，该
物种的模式标本由乔治·福雷斯特于
1913年采自云南大理，由英国植物学家
威廉·赖特·史密斯于1921年发表于《爱
丁堡皇家植物园纪事》。此后 100 多年
间，该物种再无采集记录，2013年被《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评估为绝灭等级。

此次在元江河谷发现的单花美冠兰

居群，其种群数量约 50 株，生长于海拔
1120 米的云南松林下贫瘠黄红壤或石
砾缝隙中，长势较为良好，但开花植株较
少。通过对比模式标本和原始文献，科
研人员发现，单花美冠兰虽名为“单花”，
但健壮个体可开2至3朵花，叶片长度与
宽度也有一定变异幅度。

“目前，新平县林业和草原局已安排
护林员加强巡护和监测，我们科研团队
也同步开展该物种的相关研究和人工保
育工作。”蒋宏说。

据了解，单花美冠兰的重新发现，对
我国兰科植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具有重
要意义，为进一步加强物种保护、指导生
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孙少
龙）记者22日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
各高校2025年新招募的4.8万余名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
出征，奔赴新疆、西藏、吉林、贵州等27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
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

据介绍，西部计划实施 22 年来，

已有 59 万余名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
党和国家号召，在 2000 多个县（市、
区、旗）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服务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今年新招募的
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
健康乡村、基层治理等开展 1 至 3 年的
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
镇及以下。

近期，社会上出现以“快速致富”“无需偿还
债务”为诱饵的“职业背债”骗局，部分消费者因
轻信此类虚假宣传陷入困境。金融监管总局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7月21日发布风险提示，
提醒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远离“职业背债”陷
阱。

根据风险提示，“职业背债”陷阱主要有以
下套路：

虚假宣传引诱。以“无需还款即可获得高
额回报”“只需贡献自己征信”“短时间轻松获得
高额酬劳”“不用本人偿还债务”等话术为诱饵，
吸引目标人群。

伪造材料骗贷。制作虚假职业证明、收入
证明、银行流水等资料，将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
的人包装成“优质客户”，骗取银行贷款。

抽取高额分成。获取银行贷款后，不法分
子抽取高额分成，将相关债务和风险全部转嫁
给背债人承担。

风险提示称，一旦成为“职业背债人”，将面
临诸多风险隐患：

承担高额债务。背债人作为借款人，需依
法偿还全部本金及利息，逾期未偿还将面临催
收、罚息，甚至被起诉。从实际案例看，背债人
到手的“背债费”只是贷款金额的一部分，大量
资金被不良中介和不法人员瓜分，而背债人却
要背负远超自身所得的债务。

个人信用受损。一旦背债人无力偿还贷
款，个人征信将留下不良记录，影响未来获取正
规金融服务，甚至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出行、就
业等正常生活将受到限制。

法律风险极高。协助伪造资料骗取金融机
构资金的行为，可能涉嫌诈骗、非法集资、骗取
贷款、洗钱等刑事犯罪，沦为不法分子的共犯，
面临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

为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金融监管总
局提示：

提高风险意识。切记任何承诺以个人名义
贷款，却声称“不用你还”的话术，本质都是骗
局。面对“职业背债”这类看似轻松赚钱的“好
事”，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要铤而走险，贪小失
大。

珍惜个人信用。信用记录是个人经济社会
生活中的第二张“身份证”，要合理规划收支，按
时偿还各类债务，不随意为他人担保，不参与任
何形式的骗贷或信用卡套现。发现信用记录异
常，及时联系金融机构核实处理。

审慎对待“代办”业务。在面临资金需求
时，警惕非法中介虚假宣传，务必选择正规、可
靠的渠道办理业务。妥善保管个人信息，不轻
易将个人证件原件交由他人“代办”业务，避免
上当受骗遭受损失。在任何合同上签字前，务
必仔细阅读条款，明确自身权利义务。

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求助举报。目前，公安
部和金融监管总局正在联合开展金融领域“黑
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依法严打骗取贷
款、贷款诈骗等犯罪活动。如公众发现有人兜
售“背债赚钱”门路，或身边有类似伪造材料、骗
取贷款行为的，一定要坚决拒绝，并及时向金融
监管等有关部门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一旦
不慎卷入骗局，要第一时间收集证据，寻求法律
帮助，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新华社电

伪科普“网红医生”抹黑“白大褂”
——互联网医疗科普乱象调查

警惕“职业背债”陷阱！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

2025年全国4.8万余名
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

近年来全国确认见义勇为人员近近年来全国确认见义勇为人员近44万人万人

我国再度发现灭绝植物单花美冠兰我国再度发现灭绝植物单花美冠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