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药团伙成员蒋涛全家人分散居住在三个小区里。

警方秘密侦查揭开药品鬼市黑幕
盐水冒充胰岛素 淀粉用来治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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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随即在天津对蒋涛展开了进一步
调查，发现他从事的正是倒卖药品的勾当，
而且每天的活动十分有规律。

早上去大医院门口高价收药，中午到一
个叫鬼市的地方去进行非法药品的“串货”。
这个鬼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
收到药后还要串货呢？警方跟踪蒋涛进入了
鬼市。原来，这里是一个药品销售和购买的
集散地。这里什么药都有，真药、假药、过
期的药，很多收货人都是在互相交换，市场
非常繁忙。警方发现，蒋涛并不是一个人在

天津活动，全家人都在一起从事假药生意。
他们分散居住在三个小区里，经常往房间里
搬运一些药品的包装盒、锡纸等材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初步掌
握了这个团伙的作案方式：先在网上找到买
主，然后在鬼市购买，实现订单式的生产。

至此，这个以刘成龙、蒋涛为核心的团
伙，完全暴露。2015年6月6日，在蒋涛的
生日宴会上，警方将这个团伙一网打尽。

经过审讯，蒋涛等人交代，他们长期盘
踞在天津，倒卖医保回收药，另外也会自己

加工生产一些紧俏的药品。波立维使用淀粉
和花生，而胰岛素则用生理盐水冒充。这些
回收和非法加工生产的药品主要都是通过网
络聊天群寻找买家，并在没有任何销售许可
的情况下，用物流发往全国各地，最后卖到
了消费者的手里。

最终，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涉案的二
十多个地区同时展开集群战役，共抓获嫌疑
人201名，查获各类非法销售的药品价值一
亿多元，盘踞天津的假药鬼市也被查处清
理。 据《北京晚报》

真药假药过期药互相交换

李先生用手机对从药房买来的波立维进行了扫码检验。

河南许昌113岁老太张留，从清朝出生
到现在，除耳背、眼花外，身体相当健康。
家人告诉记者，老太太脾气好，不急不
躁，心宽不计较，饮食也很规律，尤其爱吃

零食。
5月11日，记者在

许昌市文峰街道办事处
河西社区一家属院见到
老太太时，她正躺在床
上吃面包。只见她头发
银白，身形瘦削，脸上
布满了皱纹。

“老太太平常爱吃
点零食，没事儿看见啥
零食就吃点，吃饭时候
正常吃，一般一碗稀饭
加半个馍，吃点少盐的
青菜。”今年70岁的儿

媳妇李秀芝一边给老太太整理头发一边说，老
太太年轻时，吃得也很清淡，粗茶淡饭。

“虽说老太太身体还可以，但毕竟年事
高了，耳背、眼花，老爱说些以前的事，一

般人不好懂。”李秀芝告诉记者，老太太生
于1903年，是鄢陵县望田镇边王村人，以前
在老家生活，1984年老伴病逝后，到许昌市
生活。32年间，两个儿子都相继去世，老太
太却活得很结实。

在儿媳妇李秀芝看来，老太太“天生慢
性子，脾气好，不急不躁，心宽，啥事不计
较”，这是她长寿的主要原因。

孙女赵俊会补充说：“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妈很孝顺，跟我奶奶同吃同住，把我
奶奶伺候得无微不至。”

“老太太从清朝末年一直活到现在，真
的很不容易。”许昌市文峰街道办事处河西
社区主任张琳说，办事处的网格管理人员每
隔一段时间都会到家里看望一下老太太，看
看有什么困难，是否需要帮助等，也会送一
点生活用品。“老人家可是我们辖区内的重点
保护对象”！ 据中新网

113岁老太长寿有何秘诀
脾气好爱吃零食

5月不减肥，6月徒伤悲……网友口中的
段子似乎说明了减肥的必要性。

5月12日，继去年的“减肥换现金”活动
之后，重庆大学体育协会“燃烧吧，脂肪”活
动正式启动，在校师生只要报名后一个月内减
肥成功，就能获得高额的体育奖学金，每减掉
半公斤的奖励最高可达30元，还能获得相应
的公益基金，参与公益。

据了解，参与活动的学生只要填上自己的
学号、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工作人员再记
录下其现场称量出的体重数，就可以开始减肥
了。今年报名的有1000名学生，还有20名老
师。

为了帮助师生健康减肥，减肥活动期间，
主办方每周会开展一些健康塑身活动，比如讲
座、跑步活动等。一个月后，协会将组织参与
者再次现场称量体重，并公布排名。减重排名
前500名的师生，将根据减重量获得体育奖学
金，一斤最高可获30元现金奖励。减重前三
名还能获得健康达人的称号，并奖励500元至
2000元不等的体育奖学金。

重庆大学体育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与去年的减肥活动不同，今年的活动与公益相
结合，减肥成功不仅可以获得体育奖学金，还
可以获得相应的公益基金，参与爱心捐赠。减
重越多的参与者所得的公益基金也就越高，这
些公益基金将会以参与者个人的名义捐赠给希
望小学，这样有意义的活动得到了众多师生的
关注和参与。

据华龙网

重庆大学

师生减肥半公斤
最高奖励 30 元

一个炫酷的雪地漂移镜头，一段专业拍摄
手法，你能想象到这是一群年轻的农村青年所
导演出来的内容吗？5月11日，内蒙古一位农
村“90 后”小伙拍摄的农村题材网络电影，
一周点击量超过十万，成为当地网红。

据了解，这部名叫《农村合伙人》的本土
网络电影，均是由出身于农村的“90 后”团
队完成。该片讲述的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农村青
年从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到最终成为成功合伙
人的经历。该片主人公通过农村人的真实与质
朴，解决了各种创业中的问题，最后蜕变为成
功人士，对于当地青年人具有很强的教育意
义。

该片主创人员吴可心告诉记者：“因为我
们的主创团队全部都是在农村出生的，我们

‘90后’在人生的道路上也经历了一些故事。
从去年开始，网络大电影特别流行，我们就想
着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把我们‘90 后’农
村青年的创业故事融入剧本中，一开始我以为
这是一部喜剧，到最后发现我们这一代人创业
路上的酸甜苦辣更像是一部悲剧，都融入到了
故事中。”

据悉，由于这部影片的题材取材于农村，
内容均是主创团队的亲身经历所改编，在某视
频网站上线一周后，点击量已经突破十万，成
了当地网络电影中的网红。 据中新网

内蒙古小伙

拍网剧成网红
一周十万点击量

李先生家住在湖北省十堰市，他的父亲
因做了心脏手术，必须每天服用一种叫波立
维的药。这种药主要是用于支架手术前准备
和手术后，防止支架血栓的出现，是一种血
小板聚集抑制剂。2015年年初的一天，李先

生偶然路过一家药房，看到里面刚好卖这种
药，而且价格比医院的140元一盒便宜了20
元左右。李先生当即就买了几盒波立维。拿
回家后，父亲也按时服用了这个药，但是李
先生觉得这个药似乎有些不对劲儿，第二天

发现那个药就已经吸潮了，就软了。李先生
通过扫药检码，发现药品的批次、日期和流
通环节都不正常。李先生把剩下的药送到十
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测，结果显示该
药不含有药物成分。

从药店买了防止支架血栓假药

这些假药来自哪里？十堰市到底还有多
少假的波立维在销售？十堰市药监局立即将
此案移送给十堰市公安局。警方迅速联合药
监部门对假波立维药进行清查。

那么这些假波立维到底是谁生产的？又
是谁把假药销售到了正规的药房，最终卖到
了病人手里的？警方对几家药房进行清查，
仔细查看了进货清单，一个多次出现的名
字，冯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药房负责人表示，冯某把该提供的药品
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三证一照”和法
人委托书都提供了，资质齐全。但是，药房

并没有对卖药的冯某提供的资质进行核实，
他们更在意的是这批药品的价格。在其他地
方进价一盒110元左右的药品从冯某处购买
只需90元。

警方调查显示，冯某，男，30岁，贵州
籍人。警方初步认定，冯某很可能就是这批
假药的源头。在几次蹲守后，警方终于找到
冯某。虽然冯某承认自己没有卖药的资质，
这几年也一直从事药品经销，但是并不知道
那些波立维是假药。

冯某交代，自己在医药聊天群里认识了
邢经理和杨经理，之后有过电话联系，但从

没见过面。他们说手里有波立维，而且价格
便宜，冯某就从他们那里进货，又卖给了十
堰的几家药房。

经警方调查，两名经理的身份终于被揭
开，邢经理真实姓名叫韩立波，哈尔滨人。
几个月前来到北京，开始收购倒卖药品。药
品一部分来自回收的医保药，另一部分从网
上的医药群里倒卖。杨经理，身份信息显示
叫刘成龙，33岁，黑龙江哈尔滨人。警方调
查显示，蒋涛是刘成龙的同乡，没有固定工
作，长期在天津活动，而波立维正是从天津
寄出的。

聊天群里认识两名经理

在所有的造假当中，假药，无疑是既危险又害人的一种。它要么因为无效而贻误治疗时机，要么
因为有毒而加重病情危及生命。因此，国家一直把打击假药当成一项突出的重要工作，始终保持高压
打击。但是，有些犯罪分子，仍然为了牟利而造假。前不久，湖北的一位患者，在心脏手术后使用防

血栓的药物时，就不幸遭遇了假药。警方接到报案后，追踪蛛丝马迹，从而揭开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巨大黑幕。

张留和孙女张留和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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