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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医美手术变“要
命”手术

35岁的小丽（化名）不会想到，
从走入一间开在居民楼里的医美工
作室起，她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

2023年 7月30日下午，小丽在
这里向“陈大夫”支付2.7万元费用，
并接受了四项美容服务。在做完最
后一项注射美容治疗后，她开始浑
身抽搐，瘫坐在客厅过道，并出现了
大小便失禁的症状。

主刀手术的陈某看到小丽“和
之前的手术对象表现不一样”，以为
是低血糖引起的，还试图给她糖
吃。察觉不对后，陈某和妻子拨打
了急救电话，小丽被送到医院进行
抢救。

当晚，小丽因抢救无效死亡。
后经尸检确认，小丽系因体内注射
玻尿酸致肺动脉栓塞而死亡。

按照相关规定，医疗美容机构
需依法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放
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诊
所备案凭证”，主诊医师必须同时具

备具有执业医师资格，从事相关临
床学科工作经历（负责实施美容外
科项目的应具有6年以上相关专业
临床工作经历），经过医疗美容专业
培训或进修并合格，或已从事医疗
美容临床工作1年以上等条件。

然而，主刀手术的陈某既没有
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工作室也没有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陈某的非法行
医行为是造成小丽死亡的直接和主
要原因。

据陈某交代，他初二辍学后从
外省来津，后取得土木工程专业的
大专学历，跟医疗美容毫无关系。
他唯一的医疗美容培训经历是在外
省一家美容院进行“观摩实习”。

受访专家介绍，玻尿酸注射需
要由专业医生在严格的无菌环境下
操作，注射的部位、剂量、层次都有
明确规定，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严
重后果。

陈某交代，为了控制成本，他给
小丽注射了主要成分为玻尿酸的丰
体针，丰体针通过网络渠道购买。

“其实我也不懂丰体针到底是什么，
包装上全是英文。卖的人告诉我是

什么，我就怎么和客人说。”

疑问：“黑医美”机构为
何能营业六年

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天津唯辩
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君君告诉记者，
陈某的工作室没有招聘其他人，只
靠他自己和妻子两人经营，业务范
围包括光电类项目、注射填充类项
目等多种轻医美项目。陈某负责当

“医生”，其妻子则迎来送往、给客人
术前术后拍照。

这样一间“黑医美”机构，却营
业了6年。

陈某的工作室位于一处高档住
宅小区，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这里安
保措施比较严，楼内电梯需要刷卡
乘坐。知情人士透露，在经营期间
工作室没有悬挂和张贴任何招牌标
识，隐蔽性较强。

据了解，工作室“获客”主要通
过朋友圈宣传和熟人介绍。“陈某和
妻子有多个微信号，他们联系广告
公司制作虚假宣传广告进行包装，
把从网上找到的医疗美容前后对比
图和其他医疗美容机构的手术视频
发布到朋友圈。”赵君君说。

为了招揽客户，陈某还和熟客
约定，介绍客源后，会根据顾客消费
数额给介绍人 10%至 50%的好处
费。有知情人表示，工作室的服务、
环境看起来很正规，多数来此进行
美容项目的顾客没有询问过医疗资

质等问题。“如果个别人问起来，就
转移话题，一般她们不会再追问。”
陈某说。

陈某交代，工作室的利润很高。
日常使用的器械和耗材一部分通过
网络平台购买，一部分通过各类展会
上添加的“微商”购买，东西进价不
贵，却可以收费数千元至数万元。

有十多年医美从业经历的李先
生告诉记者，一些“微商”卖的仿制
药售价很低。以医美常用药品保妥
适为例，正规渠道购买价格普遍在
2000元以上，但“微商”等渠道销售
的仿制药可以低至几十元。“如果不
是专业人员，很难对这类仿制药进
行分辨，中间的利润可想而知。”李
先生说。

建议：多管齐下让“黑医
美”无处藏身

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
总局等相关部门加大了对医疗美容
行业的监管整治力度，但“黑医美”导
致的伤残事故、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2023年，成都一美容院非法行
医致人失明，美容院被判赔 34 万
元；2023年，一位“90后”女子经服
装店店主注射玻尿酸填充额头，落
下终身残疾；2021年，新疆一名19
岁女孩整容时心脏骤停，被告人无
行医资格……

由于一些“黑医美”藏在写字
楼、酒店、小区里，“打一枪换一个地

方”，流动性、隐蔽性强，监管存在一
定现实困难。受访人士和专家建
议，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持续深入
打击“黑医美”产业链条。

天津社会科学院政府治理和公
共政策评估研究所副所长段威表示，
可以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黑
医美”机构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
进行动态监测，畅通网络维权渠道；
把常态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保持
从严监管的高压态势；同时加强部门
协作，健全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

“医疗美容服务属于医疗活动，
需要有资质的医生、在有资质的机
构开展相关操作。”国家整形美容质
控中心副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整形
美容外科主任医师龙笑提示，求美
者要选择正规机构，咨询正规医生，
使用正规产品，医疗机构及医卫人
员资质均可在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
查询。

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洋
认为，一些医美机构通过虚假宣传、
夸大功效、贩卖容貌焦虑等方式吸
引顾客，消费者应充分认识医美服
务的风险与危害，理性看待医美需
求，审慎做出医美决策。

中国消费者协会政策研究部主
任皮小林提醒，消费者应留存好消
费凭证和证据材料，如果遇到权益
受损问题，及时与医美经营者协商
解决，也可向消费者协会或有关行
政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据新华社

致人死亡的“黑医美”，竟然营业了6年

8月14日中午，现代快报记者
来到南京新街口的BHG超市。超
市内有冒菜、水饺、快餐、面条等多
个餐饮档口，正值饭点，档口前的
用餐区已全部坐满，还有不少端着
餐盘的市民在一旁等位置，甚至有
市民直接站在柜台边吃了起来。

记者看到，超市内入驻的餐饮
店多是人们熟知的连锁品牌，价格
也与其他地方的餐饮门店基本持
平。如单人份冒烤鸭29.9元，自选
冒菜素菜 2.39 元/50g、荤菜 4.98
元/50g，小酥肉8元一份。快餐窗
口的宫保鸡丁、糖醋里脊、红烧鱼
块都是 16 元/份，番茄牛腩、干锅
虾等菜品则贵一些，20元/份。此

外，还有27元/15个的水饺、28元
的肥牛砂锅、18元的鸭血粉丝等，
种类十分丰富。

用餐的人大多是附近的上班
族，也有一些游客。刘女士表示，
她在附近上班，公司食堂吃腻了，
到BHG来换换口味，“冒菜、水饺
味道都不错，我经常吃完再从超市
里顺便买一杯酸奶，吃得又饱又
好。”而游客陈先生则表示，相比德
基广场内的其他餐厅，BHG超市
里的快餐相对平价，味道也不错，
唯一的不足就是座位太少。“中午
来吃饭的人很多，我等了好一会都
没位置，只能站着吃两口。”

卤猪蹄、寿司、海鲜大咖、烤

鸡、凉拌菜……下午 5点不到，南
京玄武区一家盒马鲜生的熟食区
飘出阵阵香味，就餐区有不少顾客
正在用餐。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
盒马鲜生内的餐饮品类同样十分
丰富，既有面条、烤串，也有海鲜
等，除了出售做好的熟食外，还可
以帮顾客加工在超市里购买的海
鲜等产品。

从价格来看，盒马鲜生的熟食
价位相对适中，羊肉串 19.9 元/5
串、鲍鱼海鲜大咖 99 元/份、牛杂
粉丝汤18元/碗。正在用餐的一名
女士表示，她是盒马的老顾客，还办
了会员卡，“盒马的食材比较新鲜，
不想做饭的时候经常来吃。”

超市里的餐饮档口，上班族午餐首选？
“走吧，今天中午去 BHG 超市吃午饭

吧。”近日，现代快报记者发现，不少超市纷纷
上架餐饮档口，吸引上班族前去就餐，午餐时
间一“位”难求。超市跨界联手餐饮，是否能
让竞争日趋惨烈的商超迎来发展转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赟 杨晓冬 文/摄

没有营业执照、缺乏医疗资质，主刀医师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前不久，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案
件，主刀手术的陈某犯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近年来，“美容”变“毁容”、“要美”变“要命”等事件不时发生，暴露
出医美行业存在的“黑诊所”“黑医生”等违法违规问题。

其实，“餐饮+超市”这一模式
十几年前就已经出现。创立于
2007 年的 Eataly 可以算作是“餐
饮+超市”新零售的鼻祖。Eataly
主打“慢食+自然”的生活理念，将
餐饮、零售、美食课程体验三大业态
结合在一起，构成“吃+购物+学习”
的组合模式，搭建一个美食场景化
的综合体，让慢食当道，回归自然。

而在此之后，以阿里的盒马鲜
生、永辉的超级物种、京东的 7-
fresh、美团的小象生鲜、苏宁的
苏鲜生为代表，不仅为消费者提
供了便利，也带来了商业市场的新
体验。

据了解，目前超市餐饮一体店
主要有三种玩法，自营、联营（小吃
等小品牌），以及引进品牌餐饮。
而盒马鲜生就是自营的典型代表，

其优势就在于超市会对出售的菜
单与商品进行深度把控。一般盒
马鲜生线下门店分为三个大功能
区：生鲜商超、智能餐厅、中央厨
房。前台提供食材售卖，后台中央
厨房支持店内食材加工，辅助服务
支持外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
以来，我国整个餐饮业保持了较快
增长态势，去年全年，全国餐饮收
入是 5.29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
高，同比增长了 20.4%，对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28.2%。今年上半年，全国餐饮收
入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7.9%，
总体上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
而且增速也比商品零售额快4.7个
百分点，对社零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了22.8%。显然，餐饮的回暖优势

对于超市卖场极具吸引力。
“商超做餐饮，不仅为门店吸

引了客流，也同时促进了超市内其
他商品的销售。”有业内人士向记
者透露，面对传统超市疲软的现
状，选择引进餐饮无外乎是一种尝
试，更多“高性价比”餐饮，让超市
餐饮成为消费者的首选。而消费
者进店购买快餐的同时，可以带动
超市内其他区域商品的销售，带来
了双向利好。

在平安证券看来，如今消费者
用餐的场景和需求正在变得多元
化，除刚需外，探店、社交、休闲悦己
等用餐场景正在逐步提升，行业进
入“餐饮+”时代；“第四消费时代”，
餐饮消费者趋于理性，“性价比”成
为关键词。消费者需求多元化，为
餐饮行业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餐饮+超市”模式已出现十余年

超市里开美食档口，一“位”难求

就餐区一“位”难求

超市餐饮档口的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