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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人经过短短5天培训就能成为
“美容医生”，并敢给爱美人士做微整形
注射手术；销售的假药遍布全国31个省
份，销售额6000多万元——浙江丽水市
公安机关在办理一起非法行医案件时，
查处了一个在全国各地非法举办微整形
培训班，同时向学员推销假药的团伙。

目前，22名涉案人因涉嫌销售假药
罪、非法经营罪被批准逮捕。

外行人受训5天就敢做微整形手术
浙江丽水莲都区警方不久前在网络

上巡逻时，发现有市民投诉：“有人在微
信里做微整形广告，招揽顾客，可能是骗
人的。”其发布的广告显示，微整形项目
有打肉毒素、玻尿酸等，均为注射手术。

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展
开调查，随即在丽水市区一
家宾馆内查获了准备给两
位顾客手术的小珠。警方查
明：小珠是丽水人，没有任
何行医资质，只是在2015年
8月参加了一个叫“德丽注
射美容培训中心”组织的培
训，培训时间只有 5天。随
后，小珠就回到丽水开始“创业”，注射一
针肉毒素收费1500元，注射一针玻尿酸
收费1600元。小珠之前已经做过几次

“注射生意”。让警方大跌眼镜的是，顾客
中还有一名有行医资质的医生。

年仅20岁的丽水女孩秦小姐就是非
法微整形手术的受害者，她也是在丽水
的一个宾馆内接受了注射整形，没想到
随后发生面部肌肉僵化，到上海、杭州等
各大医院进行治疗却没有改善。

浙江省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
会负责人介绍，由于施术者本身缺乏相
关医学知识，未经相关专业培训，手术和
操作中出现并发症和意外事件的概率将

会大大增加，如因为非法注射玻尿酸而
导致求美者失明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

“面部微雕大师”非法培训数千整形
学员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所谓的
“德丽注射美容培训中心”是一家非法美
容培训机构，曾被媒体曝光，随后又改头
换面，以“中美商学院”为名，继续在全国
各地举办培训班。“他们在各地办班，却
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都是在宾馆的会
议室进行。”办案民警告诉记者，“通过举
办111期培训，周某某等人至少收取了
4000多万元的培训费用。”

2016年下半年，丽水警方开展了抓
捕行动，行动组在深圳、东莞和郑州同时

开展行动，抓获“面部微雕大师”周某某
等22人，查获104箱相关器械和药品，冻
结了部分涉案资金、资产。通过百度查询
看到，这个周某某毕业于解放军第一军
医大学，上海医科大学教授，是国内著名
的“面部微雕大师”。而在看守所里他否
认了以上对自己的描述并坦言：“没有，
这些只是各方面的包装。”

负责办理此案的民警陈国平介绍，
周某某原来在一家医疗机构工作，从
2012年开始，他伙同杨某、刘某在深圳非
法成立了一家美容公司，常年对全国各
地的无资质人员进行培训。其中周某某
负责授课、杨某负责网络推广、刘某负责

销售假药。他们通过网络上的虚假推广，
在全国各地大肆招揽学员，在北京、深
圳、上海等大城市开办培训。直到被公安
机关抓获，他们已经办班111期，培训“学
员”超过5000人。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微整形都是通
过微信传播，熟人介绍，在小区随便租个
房间，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出了问题，顾
客不容易投诉，相关管理部门也不容易
追查。

非法微整形乱象丛生 亟待加大监
管处罚力度

近年来，我国医疗美容特别是微整
形行业发展迅猛，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行
业规范，相关管理办法滞后，监管部门职

责不清，医疗美容出现管理真空，再加上
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导致相关医
疗事故频频发生。

陈国平介绍，通过学员大量推销肉
毒素、玻尿酸、水光针、美白针、麻药膏等
来源不明的假药，是培训机构的另一条
获取暴利的途径。在培训班结束前还有
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让学员添加刘某
的微信，以便销售各种整形药品和器械。

“销售的假药遍布全国31个省份，销售额
6000多万元。”

调查表明，该团伙所销售的肉毒素、
玻尿酸、水光针等美容药品没有任何批
文许可，根据规定都属于假药。整容专业

人士认为，微整形实际是一种医疗行为，
当前社会上非法进行所谓微整形的情况
很多，一些已被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材
料和尚未经国家批准使用的所谓进口材
料通过网络、微信等渠道大肆流通销售。

近日，牡丹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破
获了一起公安部督办的近亿元生产销售
女性美容假药案，没有药用成分的假肉
毒素、假玻尿酸等美容医疗用品，通过网
络销售至全国60余个城市和地区。警方
查获涉案假药5700余支、针头3100个。

“‘注射玻尿酸’等微整形均属于医
疗美容，只能在医疗机构开展。”杭州市
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非法行医之所以猖獗，主要因为违法成
本太低。不具备医疗美容资质
的美容院、美容师被卫生监督
部门查到，可能只罚几千元，
比起赚几百万元微不足道。而
且一个窝点被查，他们能迅速
换另一个地方。”一些监管人
员建议，需加大源头打击，减
少市场上的假药横行。同时加
强跨部门协调，进行数据共享

和联动查处。此外，应对造成人身伤害的
行为从严惩处，将有消费者投诉的美容
机构列入“黑名单”。同时，严禁无资质人
员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微整形本应由
卫生行政部门监管，但由于许多微整形
在美甲店或者酒店进行，论管辖权又归
工商部门管理。然而工商部门对医疗美
容难以界定，且这些非法机构隐蔽性强、
流动性高，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工
商部门难以有效执法。

培训5天变身“美容医生”销售假药遍布全国31个省份
——非法微整形培训机构揭秘

□新华社记者 方列

我国是生产和使用珍珠的大国。早在《海史·后记》
就有记载：“禹帝定南海鱼草、珠玑大贝为贡品。”为我国
最早有文字记载珍珠的历史文字。《尚书·禹贡》中亦有：

“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
珠暨鱼。”《诗经》《山海经》《尔雅》《管子》《周易》都有对
珍珠的记载和描述。《格致镜原妆台记》记载：周文王用
珍珠装饰发髻。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明月之珠出于
江海藏于蚌中。”说明中国人使用珍珠可远溯到周朝，捕
珠业亦于6000年前即已形成。

由于珍珠是权力的象征和财富的标志，帝王将相才
子佳人都以用珍珠装饰为荣，才使得捕珠业开始兴旺。
特别是契丹人及东北的少数民族部落更是将东珠视为
天赐，奉若神明。

“东珠”是嫩江、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江河中河蚌
中生成的一种珍珠，因其晶莹透彻、圆润巨大，因而更显
尊贵，特别是含有珍珠的河蚌被天鹅吞食后，珍珠在天
鹅胃中钙化之后的“东珠”更是宝中之宝，稀世珍贵。

自辽国政权之后的金元明清历朝皇帝，对“东珠”的
欲求日盛一日，有关捕鹅采珠、贡珠记载更不绝于史册，
发生在嫩江一带的春捺钵活动中的辽皇纵鹘擒鹅，就是
为了捕杀天鹅在其胃中寻找“东珠”的一项活动。

辽朝末年，辽皇天迮帝加剧了对女真人索取“东
珠”，竟在春捺钵期间强令女真人破冰入水，采蚌取珠，
这或许就是冬季捕珠的开始。金代乌古迪烈统军司的驻
地就在嫩江中下游地带。

《金史·海陵纪》天德四年（1152年）十一月，“买珠
于乌古迪烈部及蒲与路，禁百姓私相贸易，仍调两路民
夫，采珠一年。”证明了统治者对“东珠”的管控。

到了清朝，产于龙兴之地的“东珠”地位更加突出，

并将“东珠”作为皇室王公的专用饰品，清王朝把其定为
用以标识王公贵族地位等级的装饰品。如皇冠规定用

“东珠”37颗；皇后凤冠用98颗；一品官只准用1颗，二
品以下不准用“东珠”，只能用蓝宝石、绿松石等为饰。顺
治十四年(1657年)清庭还专门设立了“布特拉乌拉总”，

“布特拉乌拉”在满语有渔猎之意。该衙门成为为宫廷采
捕“东珠”、鳇鱼、人参、紫貂等贡品的专职机构，其中采
珠是这一机构最重要的工作，使得嫩江流域的“东珠”采
捕规模日渐扩大。“东珠”的采捕也要奉旨进行的。前一
年奏请皇上，然后决定第二年是否采捕。如果得到批准，
采珠官兵于当年4月乘船前往采捕地，一直到八九月返
回。每年采珠时，打牲丁要携带粮食、铁锅、帐篷以及野
外作业的各种用具，前往各江河采珠。“珠重八分以上
者，装好封固”，每年正月充贡，有超定额的，牲丁受奖，
管理人员加官晋升，反之则轻者鞭责，重者降级。

“开蚌之后一旦遇见有珍珠，马上就得封到牛皮口
袋里，清朝宫廷里有专门装‘东珠’的牛皮口袋，盖上印，
就送出去了，想贪污都贪污不了。然后运到打牲乌拉总
管衙门的仓库里，专门有装‘东珠’的类似银库的地方，
运‘东珠’到宫廷里面也分级别，有好的直接就面呈慈禧
等高级别的人物了。”

到了康熙中期，采捕“东珠”的生产组织已相当严
密，达到一定生产规模。采捕“东珠”所用大船7只，小船
359只，派出督察官员64人，牲丁采珠1000多名，分64
路赴各采珠河口作业，有专人采珠，牲丁采珠非常专业。
可见每得一珠,实属不易,乾隆在《采珠行》中就以“百难
获一称奇珍”之句来形容采珠之难。

往往“易数河不得一蚌，聚蚌盈舟不得一珠”，这种
狂采乱捕使得嫩江流域“东珠”资源迅速萎缩。至雍正以

后，虽“偶有所获，颗粒甚小，多不堪用”。
咸丰以后，沙俄入侵，主要是宣统年间，随着清朝的

落寞以及侵华日军的掠夺，使得“东珠”资源日渐枯竭，
加之近现代江河干涸，环境污染，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北
方“东珠”采捕业日渐没落，最终走向了消亡。

大安市地处我国东北，吉林省西部嫩江下游地带，
嫩江古称“难水”亦曰“难河”，又名“那河”“脑温江”“诺
尼江”“混同江”“鸭子河”“纳水”，“嫩”为女真语“绿”

“碧”的意思，嫩江流域是中华渔猎文明发祥地与农耕文
化的交汇，这里天翔鹅雁、原驰骏马、水生鳇鱼、蚌育“东
珠”，是辽皇帝春捺钵的核心地带。

早在一万年前是以渔猎生活为主的新石器时代，在
大安后套木噶遗址发现的早期灰褐陶的陶质中就含有
蚌壳粉。出土的器物中，饰品有穿孔蚌珠，亦有蚌刀、蚌
铲等河蚌制作的工具。遗址的灰坑和文化堆积中，除鱼
骨外常见有蚌壳。在嫩江中下游的早期青铜器时代遗
址、白金宝遗址、富拉尔基老龙头遗址、富裕小登科遗
址、讷河二克浅遗址都有蚌刀、蚌镰出土。故而证明嫩江
不但盛产鳇鱼，而且还盛产河蚌，不但繁育“东珠”，还可
以用作食品和生产生活的用具。

塞外福地，天下大安，沧海桑田，山河依旧，斗转星
移，历久弥新。目前在大安这块土地上仍保持着千百年
前的自然生态和渔猎、畜牧、农耕的民风习俗，正可谓一
方天地造一方物，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传承了古老的江
河采珠活动，随着嫩江上下游环境和习俗的变化都已消
失不在。野生的河蚌也都泯灭于河流的污染和干涸之
中。但捕蚌采珠这种习俗和活动却像活化石一样神奇地
存活在大安嫩江湾这片湿地中，冬季凿冰捕蚌，夏季水
中采珠。这里的人们仍从事着千百年前的活动，演绎着
塞外水乡淳朴雄毅的豪情。他们把没有“东珠”的蚌制成
各种佳肴，成为大安特有的美味，他们把蚌壳制成工艺
品、纽扣、骨粉，将河蚌综合利用作为产品的原料。如今
捕蚌采珠这个古老的技术成为大安的一个特有的行当，
是典型的文化遗产。

这种特殊的行当，使大安这块“鱼米之乡”的塞外福
地又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这将成为吉林西部生态经济区
的又一个独具特色的生态资源，如果把冰中捕蚌的活动
宣传出去,必将与凿冰钩鱼、斫冰烧酒一样成为冰雪吉
林的又一朵个性雪花。

嫩江湾采珠史话
□孔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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