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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小卖部有
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由个人承包，
其经营所得表面上与医院毫无关
系；另一种是医院“借壳”经营，其营
销收入进入医院财务。

5月 6日，邓丹琪对记者表示，
院内出售待产包的小卖部从 2009
年开始向社会公开招租。记者发
现，小卖部营业执照上的经营性质
是“国有分支机构”，食品流通许可
证上的主体类型是“国有企业”。6
年多来，这个小卖部一直租给一名
叫董晓云的人，此人是附二院的一
名职工。

以附二院产科需要的待产包为
例，记者粗略调查发现，院内3家小卖
部，院围墙一周约6家小卖部，再远一
些有十多家商店、药店均无此待产包
出售。与这家小卖部一墙之隔的另一
家个体经营的小卖部，店员笑笑说：

“你去他们家买，我们不卖。”
5 月 12 日，附一院副院长倪师

今对记者表示，院内小卖部由医院
全额投资，实行医院财务统管，进行
独立核算。由于医院无权经营小卖
部，便以职工张琳名义办理了营业
执照。张琳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

该小卖部实际归属于医院，经营收
入与其无关。

据记者了解，附一院小卖部和
科室之间存在分配比例。例如，涉
及儿科的商品，按销售收入分配，儿
科96%，小卖部4%；涉及营养科产
品，肠内营养制剂类按销售利润分
配，营养科 85%，小卖部 15%；诺伽
特商品（营养品）按销售利润分配，
医院1/3，营养科1/3，小卖部1/3。

倪师今解释，此分配方式仅为
考核小卖部的计量方式，收取一定
的管理费用于聘用人员工资和场地
成本。附一院财务部出具的一份情
况说明中称：“所有涉及项目的收入
均未作分配。”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
介绍，其实，这种现象并非只在云南
部分医院存在，在其他地方的一些
医院，不但有待产包、婴儿包，还包
括大部分医辅、生活用品等的销售，
已经成了一个“灰色地带”，卫生、工
商等部门应完善行政监督，严查强
制消费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
严查一些科室通过小卖部产生的

“自留地”“小金库”，保障患者合法
权益。 （新华社）

待产包必须在医院购买
否则产妇就得躺着干等
——云南部分三甲医院强制患者消费调查

近日，三甲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产科产房大门紧闭，毛玻璃材质的门上
贴有“产房重地、禁止入内”字样，门口围着
十来名产妇家属。

9时50分许，一名女性医护人员从产房
内打开门，其手术服左胸印有“昆医附二院
手术室”字样，没有佩戴帽子、口罩和手套。
她对着人群喊：“许京芬的家属！”“来了。”一
名身着白衬衣的男子连忙应声向前。

“把钱拿给我！725元。”男子递过准备
好的一叠钱，这名医护人员点了一下，说：

“待会儿找零给你。”说完退回了产房。
许京芬的家属告诉记者，这是医生要求

购买婴儿包和待产包的钱，“里面有抱被、纸
尿裤、吸收巾等，大部分我们都自己准备了，
但医生不准用。”

不一会儿，产妇刘倩的家属被叫上前，
递给这名医护人员深蓝、浅蓝两个提包，这
是他们提前在医院买好的。“你一定要提前
买好这两个包，否则可能误大事。”据刘倩的
丈夫说，妻子在进产房前做B超时，产科B
超室医生问他有没有购买待产包。“我说没
买，她说等我买了再给做B超。我到楼下小
卖部买了回来再重新排队，等B超单打出来
羊水都破了。”刘倩的丈夫说。

据记者一个多小时的观察，产房医生多
次开门收钱，或接收家属提前买好的待产
包。在此期间，一名护士用载货小车拉着一
堆待产包进入产房。多名家属对记者表示，
医生明确要求到医院小卖部购买这两个
包。“价格贵，很多东西用不上。”一名家属
说。另一名家属在一旁小声抱怨：“媳妇在
里面躺着，要你交钱你敢不交？”

在产科接待台，记者向一名女医生咨
询：“婴儿包自己准备行吗？”“不行！”“怎么
办呢？”“统一在这里买！”

3月31日，在云南省最大的医院——昆
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办理入院
手续处，产妇李敏在登记入院信息时，医生
吩咐其家属到楼下小卖部购买待产包。

另一名产妇谢琼雁在登记时，这名医生
拿出一份《入（出）院健康指南》，在“新生儿
用品包”处画了一个大圈，“这个必须要买，
你到一楼小卖部买！”

3月9日，在昆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记
者发现这里同样要求产妇购买指定待产包，
而且待产包由产科代售。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医院都有共同点：
在科室或到指定的院内商店购买，院内、院
外周围只有一家商店出售指定物品；只能用
现金，价格在300多元至700多元不等。

据了解，各科室尤其像患者产
科、儿科的患者在治疗、住院过程中
均会不同程度需要一些医辅或生活
用品，这些商品不属于医疗用品，医
院并不能出售。

为何强制要求购买指定待产
包？昆明医科大学附二院产科护士
对记者表示，家属自带的抱被等物品
未经消毒，进产房易引起感染。附一
院产科医生说，按照消毒管理办法规
定，接触皮肤黏膜的医疗器械、器具
和物品须达到消毒水平，院内小卖部
出售待产包为患者提供了方便。

有患者提出质疑，以附二院内小

卖部出售的725元的两个包为例，内
含新生儿抱被、血液垫、吸收巾等21
件物品。“就算里面真空包装的婴儿
抱被是合规定的，难道不能缺什么买
什么吗？”一名家属说。

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2014
年 1月 1日至2015年 12月31日，附二
院小卖部销售了待产包6000余套；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4月，附一
院小卖部销售待产包内主要物品售
价203元的婴儿睡袋7900余件。

附二院小卖部两年时间内待产
包一项销售额超过240万元；附一院
小卖部开业6年销售额超过9000万

元，2015年接近1300万元，其中婴幼
儿用品一项近120万元。

附一院、附二院均否认存在强制
消费的问题。5月6日，附二院副院
长邓丹琪对记者表示，根据院内规
定，严禁在医务科室出售物品，严禁
科室收现金，严禁强制患者购买商
品。邓丹琪随后说：“医院日前对产
科和儿科进行了检查，没有强制患者
购买物品的行为。”

邓丹琪同时表示，患者在医院内
需要使用的生活用品不属于医疗用
品，所以也不存在规范化的要求，无
论是自带还是新买只要能用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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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医院两年待产包卖了240万元
护士称，因家属自带的没有消毒

小卖部与科室按比例分配利润
类似“灰色地带”存在多地医院

待产包、婴儿包不买不行
医生就在产房门口现收钱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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