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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开展针灸、拔罐等医疗业务，消费者不在意实际上却暗藏风险

挂着“养生保健”的招牌，却做着“问诊治疗”的事儿
本报记者 甘皙

如今， 养生馆等保健场所在许多城市并
不鲜见，到养生馆做美容、按摩已成为时下广
受青睐的养生保健方式。然而，《工人日报》记
者连日实地走访发现， 许多养生店虽然挂着
“养生保健”的招牌，却做着“问诊治疗”的事
儿：足疗店兼做推拿、刮痧、拔罐，美容店兼营
排毒、养肝，还有许多在住宅公寓内的养生店
给客人针灸、暖宫……

根据有关规定，诸如针灸、拔罐等项目需
要从业者具备一定专业技能， 而且提供服务
的场所也要有相关的资质。但记者发现，很多
养生馆一线从业人员未经过正规培训， 甚至
还有一些无医师资格证、无《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无卫生基本保障的“三无”小店。 这些
问题不仅会让消费者利益受损， 甚至还可能
威胁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可拔罐针灸的美容院
“你气血两虚、脾胃不和，适合做一下我

们这儿的针灸加艾熏套餐。 ”“我们这儿除了
基本的面部美容还有中医经络疏通、 拔罐刮
痧等项目”……近日，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走
访北京多家养生馆发现， 几乎所有走访的店
面都有养生保健项目， 一个个美容会所被包
装得更像是中医味十足的“医疗场所”。

在望京一家号称高端的 SPA 会所，记者
询问：“美容师是否有做拔罐的资质？”工作人
员回答说：“我们使用的气罐没有明火， 而且
我们的美容师都在公司总部经过一周培训，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 ”据了解，在这里做一
整套 12 个疗程下来，需花费 1998 元。

而在北京市建国路某公寓内的小型养生
馆则推出颈肩、乳部、暖宫、脾胃调理灸加经
络按摩任选其一的 298 元套餐， 做活动仅需
68 元，这是新顾客体验价。 穿白大褂的张姓
“医生”告诉记者，做这种中医理疗在上班族
中很普遍，对于治疗职业病、调理女性身体都
有明显疗效。

而记者在这些养生馆附近随机采访了一
些消费者。他们大多数都告诉记者，自己经常
会在忙碌了一天之后， 去做个足疗或者按摩

放松一下，偶尔也拔罐刮痧，但从来没看过工
作人员的资格证书。 他们认为，刮痧、拔罐和
针灸很简单，不需要有专业资质。

“简单”的服务可能暗藏风险
那么， 这些服务项目果真有消费者认为

的那么“安全”、不需要专业资质吗？记者查阅
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发现， 近年来因为在养生
馆“调理”反而影响健康的案例常见诸报道。

广东省深圳市的罗女士为生二孩，在小区
门口的养生馆进行艾灸治疗半年后发现浑身
乏力多汗，去正规中医科就医被告知是过度艾
灸，热迫汗出，导致全身火热耗气，影响了健
康。 兰州的一名女大学生为了治疗，经人介绍
到一家养生馆扎针。 没想到，后来自己却被治
成了神经损伤二级轻伤。 更有甚者，安徽一名
26 岁的硕士研究生为治疗脱发，4 个多月内服
下 5.9 斤何首乌，结果导致肝脏衰竭去世。

实际上，根据原卫生部的规定，以治疗疾
病为目的，在疾病诊断基础上，按照中医理论
和诊疗规范等实施的中医推拿、刮痧、拔罐等
项目被认定为医疗行为， 必须在医疗机构内

进行，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
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 目前就职于北

京某医院的刘红玉医生在接受《工人日报》记
者采访时介绍说，养生馆常见的拔罐、针灸等
项目，需要从业者具备医师资格证，而且这些
项目并非普通消费者所认为的毫无危险，风
险可能会很大， 所以做这些项目一定要选择
正规医疗机构。

多头管理反导致监管空白
据记者了解， 许多养生馆是无医师资格

证、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无卫生基本保
障的“三无”小店。 那么这些“三无”小店为何
越开越多却无人管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养
生馆打起了治疗牌说到底是他们盯住了消费
者的钱袋子，但目前该“盯住”他们的监管之
眼却有些缺位。

社会养生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需要受卫
生、工商、质监等多个部门的共同管理。 然而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 国务院 1987 年发布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未将保健按摩和
养生馆列入公共场所之中。也就是说，保健按

摩和养生馆不属于卫生监督部门监管， 不需
要办理《卫生许可证》。 而这些保健按摩和养
生馆持有《工商营业执照》，按照《行政许可
法》规定，谁办证谁监管。可在实际营业中，保
健养生馆一旦出现超范围经营， 很少有人去
监督，这让经营者钻了空子。

据了解， 卫生部门按照有关法规只对从
业人员的健康、 美容院卫生条件与设施等方
面进行监管。就中医养生项目而言，卫生部门
只负责拔火罐等工具的消毒情况而核发卫生
许可证。 工商行政部门只是针对是否合法经
营进行监管，负责核发工商营业执照，并就经
营范围进行监督。 质监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
部门则负责对美容院的产品进行监督。 因为
缺乏标准和制度来认定谁可以做保健服务，
什么样的机构可以经营哪些项目， 这些部门
在监管中难以实现无缝链接，最终给无证“中
医保健”可乘之机。

对此，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应尽快明确
保健按摩和养生馆的监督部门，加强对养生馆
的监管，并且以更完善的行业标准和法律规范
保健市场,对不符合规定的要加大处罚力度。

用科学武器对待食品药品谣言
本报讯 (记者蒋菡)“对食品药品谣言就

是要较真，就是要拿出科学和法律的武器，让
食品药品谣言无处遁形。”国家食药监总局新
闻发言人颜江瑛 1 月 9 日在 “食药类事实查
证与应对”沙龙上表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传播加快，随之
而来的是各种谣言的泛滥。有关分析显示，九
成以上的谣言围绕食品安全、 人身安全、疾
病、健康养生。 而根据互联网监测发现，80%
的谣言持续了两年以上。

借助新媒体，谣言往往形成病毒式传播，
辟谣的难度则很大。正因如此，腾讯新闻当天
正式推出的较真平台将第一期的沙龙主题定
为“食药类事实查证与应对”。据悉，该平台旨
在联合社会各专业领域力量， 共同致力于改
善目前的虚假信息传播状况。

对此，颜江瑛提出，政府部门要及时发布
食品药品相关信息，媒体要科学、准确地报道
食品药品安全信息，还要多方协作，加大辟谣
力度。

全国建设用地实行网上远程报批
本报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杜鑫）记者

今天从国土资源部获悉， 该部办公厅近日发
布的 《关于应用建设用地远程报批系统改进
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自
2017 年 4 月起，各省（区、市）必须应用远程
报批系统申报用地， 原用地申报方式不再使
用。 据悉， 全国建设用地远程报批系统已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运行，考虑新旧政策
衔接，原用地申报方式将同步运行一段时间。

据介绍， 针对目前存在的部省之间信息
化互通有限、 用地申报中信息化自检程度不
够等问题，国土部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
对现有信息系统升级改造， 建立建设用地远
程报批系统， 实现了报部的建设用地通过网

络远程申报、自查自检、跟踪查询、信息反馈、
批复下达等功能， 进一步提高了建设用地审
批管理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

新的远程报批系统启用后， 电子报件将
是国土部开展建设用地审查的主要依据，实现
全流程无纸化审批。

国土部耕地保护司负责人表示， 推出建
设用地远程报批系统， 主要是为了继续提升
用地信息化管理水平， 不断加快用地审批效
率；有效降低用地报批制度性成本，提升用地
服务质量和水平；强化用地审批监管，坚决防
范廉政风险。

1 月 10 日，福州市鼓楼区地税局工作人
员为纳税人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

近年来， 福建省地税系统从当地民营企
业多、人口逐渐老龄化的实际出发，依托遍布
城乡的征收机构和队伍， 发挥税费同管信息
共享优势，将社保费纳入税收一体管理，坚持

税费同征同管，规范企业申报行为，实行企业
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明细缴费申报，防
止骗保行为发生，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据福
建省地税局提供的数据，自 2001 年开始征收
社会保险费以来，入库社保费超过 3000 亿元，
年均增长 19.5%。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推进社保征管 保障职工权益

去年 12 月CPI
同比涨 2.1%
本报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赵剑

影）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 2016 年 1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
CPI 环比上涨 0.2%，同比上涨 2.1%；PPI
环比上涨 1.6%，同比上涨 5.5%。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
庆介绍说：“CPI 环比微涨， 同比涨幅略
有回落。 ” 从环比看，12 月份 CPI 上涨
0.2%,主要是因为 12 月份受全国平均气
温偏高影响， 鲜菜和鲜果价格涨幅均弱
于历史同期平均涨幅。

此次公布的数据显示，PPI 环比、同
比涨幅均扩大。 从环比看，12 月份 PPI
涨幅继续扩大。从主要行业看，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环比都有所上升；
煤炭开采和洗选、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环比分别
上涨 3.4%、2.4%和 0.7%， 涨幅比上月均
有缩小。

去年银行业
净利润增长 4%

本报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北梦
原 ） 今天 ， 记者从中国银监会召开的
2017 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获悉， 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余额 226.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5.8%；全年实现净利润 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截至 12 月末，商
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1.81%、 拨备覆盖率
175.5%，资产利润率 0.99%。

会议指出，2016 年我国银行业总体
运行稳定，但当前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
管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

会议对下阶段银行业改革发展及监
管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 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
济的质效； 持续提升薄弱领域金融服务
水平。以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为底线，
扎实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严控不良
贷款风险。以回归本源专注主业为导向，
深入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 以强化责任
担当为抓手，全面提升监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