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索妮 张倩

“如同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一样，走进这里，患者不会像在
一所医院那样紧张，而是更像置身幼儿园一样轻松。”这是杭州
复旦医院的宣传语。这家医院自称是一所历经5年的技术、人
才和专业化流程筹备，以百年复旦医疗建树和全美儿童医院综
合排名第一的波士顿儿童医院为标杆规划建立的高端领先型
儿童医疗机构。记者通过工商登记等多方查实，确认这家医院
也是杭州的“莆田系”医院之一。9日下午，记者走进这家位于
杭州环城北路的医院一探究竟。

环境整洁、装修考究，这是记者的第一印象。不同于其他
公立医院，在这里，五彩缤纷的玻璃窗和科室门确实会让人产
生置身幼儿园的错觉。墙面上除了挂有儿童画作，“孩子尽早
割包皮”“小儿包皮包茎危害大”等宣传纸则更为醒目，从中不
难看出，这家医院主打小儿泌尿外科。

这里与公立儿童医院的最大区别，在于就诊人数。记者逛
了一圈发现，不管是一楼的诊室、输液室，还是二楼的治疗区、
专家门诊，患者寥寥无几，公立儿童医院里“看病像打仗、挂号
如春运”现象在此完全看不见。

在二楼楼梯口附近的座位上，记者碰到了一名躺着的中年
男子。他告诉记者，4岁的女儿有些语言障碍，所以每个礼拜都
从义乌赶来，带孩子进行物理治疗。“这家医院环境挺好的，医
生护士态度也很好，就是价格贵。”这位父亲说，女儿主要的问
题就是不爱说话，医生说需要磁疗，“每个星期要做一次，一次
的价格为3000元，3个月为一个疗程。一般人确实做不起。”记
者一算，一个疗程的费用至少要3.6万元。

这么高的收费，效果又如何？这位父亲笑着说，效果嘛，多
多少少总有一点。他也补充说，他以前并不觉得女儿不爱说话
是什么毛病，“只是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怕她不合群。不 过，真要是和小朋友在一起，也许自然而然就说话多了”。当记

者询问是通过何种渠道选择来复旦医院看病时，他明确表示
“上网查来的”。

同样是“莆田系”医院，位于杭州秋涛路上的杭州玛莉亚妇
产医院热闹多了。10日上午10时，记者赶到那里，粗略一数，
一楼大厅候诊区约有80人在排队等候，取药区的等候座位也
全部坐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告诉记者，她目前怀孕
27周，一直在这里做产检，“公立医院排队太长，这里好很多，医
生护士态度也不错，价格贵就贵一点”。

杭州玛莉亚妇产医院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了十多块荣誉
奖牌，如规范行医单位、平安医院、计划和人口生育先进单位、
消费者满意示范单位等。奖牌显示，这些荣誉大多是2006年、
2007年获得的，记者多方打听，但因时间隔得比较久未能核实。

事实上，进入各家“莆田系”医院的官网，各种业界奖项、会
员单位奖牌比比皆是。在华山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的官网上，
资质认证奖牌多达30 余块。奖牌显示，这家医院在2009 年、
2013年两次获得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先进单位
称号。10日下午，记者致电该分会了解详情。接线员告诉记

者，分会的会员单位中并无华山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但也有
可能是这家医院有医生是分会会员，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该称
号。该接线员还交代记者，整形务必选择正规的三甲医院。

不可否认，“莆田系”医院发展得早，在一些涉及隐私的医
疗行业赚取暴利，但跟其他行业一样，民营医院的规范化有个
过程。杭州和睦医院院长助理王承耀认为，“魏则西事件”暴露
出的问题，是医院市场机制与市场化发展的矛盾。但个案不能
代表整体，“对于民营医院不能一棒子打死，也更加需要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监管到位”。

2016.5.11 ❘ 星期三07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2121308521213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首席编辑首席编辑：：罗丹琳罗丹琳 ❘❘ 版式设计：马 丁 纵 深

本报记者 王索妮

经过多方努力，记者联
系上了曾在杭州某“莆田
系”医院工作过的莆田人陈
广正（化名），希望从他的口
中了解到最为真实的“莆田
系”医院。9日晚，尽管风雨

交加，陈广正还是如约而至。
“你不要录音，我的普通

话不标准。”眼前的陈广正瘦小
精干，刚一坐下，他就再三叮嘱

记者。尽管已在杭州工作生活二
十余年，但他还是有着浓重的福建

口音。
“魏则西事件”让“莆田系”成

为众矢之的。说起这个事，
身为莆田人的陈广正

并没有急着为老
乡们正名，倒
是 打 开 微
信 ，自 嘲 式

地给记者
念了一

条莆田人圈子里盛传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骗，福建
人民是教练。总部设在莆田县，全国都有连锁店……”
陈广正告诉记者，“魏则西事件”对莆田医疗行业来说未
必是坏事，“那些肮脏的东西早晚会被淘汰”。

2008年，在老乡的引荐下，陈广正进入位于杭州秋
涛路的一家“莆田系”医院。这家号称专注女性健康的
医疗机构当时开办没几年，陈广正主要负责医院的宣传
策划。月薪3500块并且包吃住，在当时可以说待遇相
当不错，但陈广正干了1年还是选择了辞职。

出乎记者的意料，陈广正解释说，当时选择离开并
非是因为看透了医疗黑幕，而是他的外人身份难以融入
其中。“全国的‘莆田系’医院都是家族式的，他们非常排
外，会计、出纳这样的关键岗位必须是自己人。”陈广正
坦言，同是莆田人，他仍能时刻感受到自己的外人身份，
所以还是辞职了。

陈广正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他说，别看“莆田系”
医院如今在杭州风生水起，但很多只是刚好维持基本收
支，其中还不乏亏本经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莆田系
’的经营理念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把大部分利润
用来做广告而不是提高自身实力。”

据北京一家媒体报道，“莆田系”医院差不多把80%
的利润投入到广告中去。对此，陈广正表示，这个数据
他并不能确定，但八九不离十，投广告确实是“莆田系”
医院的通用手段。“只不过，当年我在那个圈子里时，广
告的投放渠道主要是报纸、电视、电台，现在则转向了网
络和移动客户端。”除了前段时间被曝出来的百度竞价，
陈广正补充道，这些医院也懂得通过较为隐蔽的手段进
行推广，比如微信朋友圈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总之这
群人对信息非常敏感，只要有新的传播渠道出来，他们
就会立即介入”。

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高昂的广告支出最后还
是得由消费者买单。“为什么一进医院大厅，导医就热
情得让你不知所措？那是因为她需要从你的医药费
中提成！为什么进了门诊，一个小毛病却被医生渲染
为重病？不这样做，他们怎么赚钱？”陈广正告诉记
者，在“莆田系”医院里，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的情况非
常普遍。

病人最为关心的，是医院的医疗队伍。陈广正说，
“莆田系”医院的医生里，最为靠谱的是公立医院临时前
来坐诊的医生，但这类“走穴医生”相当于只是挂牌的，
有时几个礼拜才来一次，“剩下的那些由院方自己聘请
的医生，则良莠不齐，背景造假等情况也时有发生”。

陈广正近两年回过一趟莆田，他还特意去有着“中
国民营医疗之乡”之称的莆田东庄镇逛了逛。他说，东
庄人在外开医院有钱后，纷纷回乡盖高楼，“你盖了几
层，我就要比你多盖一层，即使这些房子最后都是‘养蚊
子’的”。

“你不是莆田人，你不会了解的。”陈广正意味深长
地对记者说，“莆田系中的几大家族在外人看来都是莆
田人，但实际上在利益分配上也是互相竞争，不对，是相
互攀比的关系。”之所以称之为“攀比”而不是“竞争”，陈
广正解释说，竞争是市场化的、良性的，而“莆田系”医院
的发展很多情况下是盲目的、恶性的。

“归根结底，‘莆田系’医院创始人的文化层次决定
了他们不具备先进的管理理念，也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决心。”陈广正说。但是，对于“莆田系”医院的未来，
他并不悲观，他说，莆田人“勤奋、肯吃苦”，如今，“莆二
代”正在成长，会从父辈手中接过接力棒，“也许经过这
次风波，可以淘汰一批不正规的‘莆田系’医院，以后的

‘莆田系’医院会是另一番面貌”。

一个莆田人眼中的“莆田系”医院
他曾在“莆田系”医院工作过

他说“你不是莆田人，你不会了解的”

记者实地探访“莆田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