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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篇
法院榜上，前三名依次是“杭州中院”“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富阳法院”。其中，

“富阳法院”的《【失信曝光】2022年第一期》《【失信曝光】2022年第二期》两篇文章分别

获得热文榜第一、第二名。对于失信被执行人，就应该用法律予以严惩。

春节临近 夺榜愈发火热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323期

快来加入QQ群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家微信公众号的推文也开始
有“年味”了，派送“法治年货”、做好出行指南、讲述年终故
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
号457362088，加群请扫二维码），不仅可以交流夺榜经验，
还有机会获得每周的榜单推介。

本报冲榜热线：0571-85311275；QQ：512864451。

一、政法委篇
本期政法委榜，“微嘉园”持续霸榜，该公众号4篇文章包揽了热文榜前四的位置，

其中《周边的上海、杭州都确诊了，我们嘉兴要注意了！》一文以“10万+”的阅读数拿下

冠军。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虽然严峻，但总体平稳，各方正严密防范。我们要保持

高度警惕，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三、检察院篇
本期检察院榜的双料冠军是“绍兴检察”，该公众号热文《一滴柴油的较量》收获了

15775阅读数。黑加油站、改装油品运输车、奇怪的油品发票，多部门联动、大数据赋

能，一举摧毁灰色产业链……在“法律监督：守望公平正义守护美好生活”案例讲述会

上，绍兴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单正来讲述了这样一个检察故事，本文对此进行详细报道，

反响颇好。

四、公安篇
本期公安榜的前三名是“宁波公安”“杭州公安”“嘉兴公安”。而热文榜第一名由

“温州交警”的《@所有人，全警上路，就为这件事！更重要的是……》一文拿下。春运大

幕已启，温州公安交警也开启了“护航春运模式”，做好各路安保工作。

五、司法行政篇
司法行政榜上，老将“浙江监狱”持续发力，不仅获得影响力榜冠军，还有3篇文章

入围热文榜前五名，其中《浙江监狱这位民警事迹，入选高中教材！》一文收获11110阅

读数，拿下第一名。在2021年浙教版高一学年《人·自然·社会》教材里，收录了浙江省

第四监狱民警靳毅热心公益事业、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迹，他也成为浙江首位入选高中

教材的监狱人民警察。

本报记者 沈艳瑜 文 马丽红 技术支持

《工人日报》李国 张永燕 邓鑫芸

“前不久，我在网上买了一款治腰椎间盘突出的老膏

药，一贴60元。贴了3天左右出现不适。”家住重庆两江

新区的彭先生近日对记者说，不仅腰痛没有消失，反而出

现了瘙痒、红肿等症状，经医院诊断，是劣质膏药引起皮

肤过敏。

记者采访发现，膏药因使用方便、起效快、副作用小，

深受广大颈椎骨痛、关节疼痛等患者的青睐。不过，由于

监管力度和监管技术不到位、对生产技术要求不高等原

因，市场上的膏药鱼龙混杂。

扩大适用范围

如今，不仅老年人会有关节疼痛，年轻人也或多或少

会有关节疼痛，膏药成了一些人不可缺少的产品。据统

计，2021年我国零售药店外用贴膏类用药销售规模接近

60亿元。

然而，引起疼痛症状的疾病很多，一些膏药产品随意

扩大适用范围。据重庆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他们

在日常检查中发现，一些贴膏产品注册登记表上核准的适

用范围为“腰肌劳损、膝关节炎等所引起疼痛的辅助治

疗”，而其外包装盒上的适用范围则直接标示为“腰肌劳

损、膝关节炎等所引起的疼痛”。生产厂家故意将“辅助治

疗”等关键字眼忽略，误导消费者。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膏药产品在宣传上过于夸大，用

了“一贴见效”“无效退款”“包治百痛”等字眼；还有一些膏

药产品声称百年老药，或自诩独家配方。

某膏药生产行业从业人员告诉记者，一张膏药生产成

本从几分到几角不等，但包装上市后售价都会在十几元以

上，甚至能达到数百元。“民众需求大，用药合理性和科学

性却不高，病急乱投医，不容易辨别市场上的各类膏药。”

这名从业人员说。

注册类别多

“顶风作案的企业和人不少，即便被查，违法成本也不

是很高。”国家体育总局重庆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文建说，对

于贴膏产品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要加强监管力度，监管

技术要到位。

根据相关规定，含药贴敷类产品必须依法取得药品注

册审批文号，不含药物成分、以物理作用为主的贴敷类产

品，必须通过医疗器械注册。市场上的膏药产品，有的是

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有的是按照药品管理的。

相比较“国药准字号”的严格审批流程，“械字号”尤其

是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只需备案即可生产，极大缩短了产

品的上市时间。一些商家基于消费者对膏药效用本身的认

可和对于药品管理规定的模糊，大量生产“械字号膏药”。

业内人士表示，一张添加了中药的膏药，究竟是药品、

医疗器械，还是保健用品？缺乏统一标准。不过，有些保

健贴膏在宣传时打“擦边球”，暗示对某些疾病有治疗作

用。如某保健贴膏标注适用范围为：适用于骨折、风湿、类

风湿关节炎等引起的头颈肩腰腿足跟等部位引起的疼痛。

挖去产业链条上的“毒瘤”

从事医疗器械销售多年的彭军武说，面对膏药产品市

场的乱象，相关监管部门亟须整顿购销渠道，建立一套规

范的监管措施和对策。

李文建认为，监管部门必须下猛药。审批、生产、经

营、使用等环节都要严格监管，挖去产业链条上的“毒

瘤”。药物起主要作用的膏药，按药品进行管理；医疗器械

起主要作用、药物起辅助作用的，按三类医疗器械管理。

重庆长江上游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认为，在微商

盛行的当下，监管部门应进一步优化技术手段，尤其是监

控技术，包括微信监控、广告监控等，只要出现大面积、短

时间集中销量大的贴膏产品，就要尽快传送给所属地监管

部门进行相应的立案调查取证，对非法生产销售的予以严

管重罚。

“械字号”“国药准字号”难以分辨；宣传打“擦边球”，暗示多种治疗作用

撕开膏药“贴”下的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