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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往往来势凶猛，

死亡率高，让人措手不及。而在最

短的时间内开通堵塞血管，是最有

效的抢救手段。近日，上海市浦东

新区公利医院胸痛中心与沪东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演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生命接力赛。得益于院前、

院内急救的无缝衔接，患者从到达

医院到心内血管导丝通过仅用时

11分钟。

无缝衔接 完成救“心”接力

家住沪东社区的袁先生今年

58岁，近日凌晨熟睡时突感剧烈胸

痛，大汗淋漓，但并未在意。晨起

后他仍感到持续胸痛，就去社区医

院就诊，经心电图检查，发现急性

下壁心梗待排。考虑到患者病情

和救治需求，沪东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生与袁先生沟通后决定转诊，

随即呼叫120。当日上午11时7

分，公利医院“胸痛中心微信群”传

来一张心电图，心血管内科胸痛中

心团队迅速明确诊断为“急性下壁

心肌梗死”，胸痛中心绿色通道的

各个环节随即启动。

公利医院胸痛中心主任王海

容介绍，医院作为国家首批胸痛中

心，与多个辅助科室统一制定了诊

疗流程，通过医院—120远程信息

传输及会诊、区域协同“无缝”衔

接、绕行急诊和CCU、导管室提前

“激活”、心内科医生迅速“待命”等

措施，并与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8

个社区建立了胸痛急救网络，实现

了“患者未到、信息先到”，不断努

力缩短D2W（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从到达医院时间到心内血管导丝

通过）时间，此次更是提速至11分

钟，远远低于国际标准的90分钟。

一键启动 实施“双绕行”

“胸痛中心微信群”内，心血管

内科主任许嘉鸿立即决定实施“双

绕行”，即绕行急诊室抢救，绕行心

血管重症监护病房，直接将病人送

入导管室；王海容主任迅速协调介

入团队，完成术前准备。11时22

分，病人送达导管室。11时24分，

复查心电图提示急性心肌梗死，并

予以“心梗一包药”。11时33分，导

丝通过，“罪犯”血管开通，仅用时

11分钟。

“双绕行”模式是急性心肌梗

死救治的最高形式，需要有强大的

专业团队和过硬的技术作为支

撑。许嘉鸿主任表示，此次能够顺

利完成极短时间的“双绕行”，正是

得益于越来越高效的区域内转诊流

程、越来越完善的信息化救治体系。

公利医院对于收治的患者严

格执行“先抢救后收费”原则，“一

键启动”胸痛救治绿色通道。经过

多年砥砺深耕，医院已建立了以

“救脑、救心、救命”为核心的区域

性急危重症与疑难杂症救治体系，

成功启动“一键启动”千余次，将抢

救成功率提升至90%。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吴瑞莲

86岁老人将名下唯一房产过户
给孙子后，老两口被赶出家门

上车即抢救，为心梗患者打通救治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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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没了，家没了，
亲情都没了……”

■ 老两口目前只能蜗居招待所 本报记者 李晓明 摄

如果您在医院等待就诊时，有

“好心人”主动上前搭讪，热心推荐

某中医馆的“名医”，您会相信吗？

这时请一定要小心，切勿落入“医

托”的诈骗圈套！

今天上午，记者从浦东公安分局

获悉，浦东警方在“砺剑”系列打击整

治行动中捣毁一个专门在各大重点

医院周边实施“医托”诈骗的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40余名，涉及被害人近

千名，涉案金额达450余万元。

塘桥派出所民警桂翼飞介绍，

去年10月起，他们接连收到报警信

息，多名受害人称在等候看病过程

中被人搭讪，对方声称可以介绍在

某中医馆坐诊的“知名医院退休专

家”。在“知名中医”的忽悠下，被害

人购买了昂贵的药材、药液，却发现

它们都是“便宜货”，也并没有“中

医”宣称的疗效。

针对此类诈骗案件，浦东公安

分局陆家嘴公安处会同分局刑侦支

队和梅园新村、塘桥、周家渡等派出

所成立专案组，全力进行案件侦破

工作。1月10日凌晨，专案组分别

在浦东、徐汇、普陀、杨浦、闵行等区

开展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40

余名，捣毁了这个在各大医院周边

实施“医托”诈骗的团伙。

这些“医托”是怎样实施诈骗

的？陆家嘴公安处民警陶前骏介绍，

他们通常以2—5人为一组，前往各大

医院搭讪被害人，往往会在排队候诊

时一前一后“包夹”患者，一唱一和开

始闲聊：“您什么病？”“我咽喉炎。”

“巧了，我也是，结果在‘老中医’那

儿看好了！我把地址发给你！”

就这样，“医托”以患者名义，把

被害人带到中医馆，一同挂号、看

诊、付费。但事实上，这些“医托”和

中医馆的医生、医助等，都是合伙设

局的“连裆模子”。

经初步查证，该团伙共涉及被害

人近千名，涉案金额达450余万元。

目前，以戴某、邓某为首的40余名犯

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记者 杨洁

介绍“老中医”看诊？当心!

已有近千人上当，涉案金额450余万元

80多岁的金老伯向“新民帮侬忙”求助，他

将自己名下唯一的房产过户给孙子，但没想到

竟被儿子和儿媳赶出了家门。“房没了，家没

了，亲情都没了……”如今，已是“一无所有”的

老两口只能蜗居在招待所里，天天暗自垂泪，

“阿拉现在已经无家可归，这个年都不知道该

怎么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类似的“扎心”剧

情并非个案。

唯一房产 过户孙子
“我真的悔不当初听信他们的话，一时心

软签字办理了过户手续，现在最对不起的就

是我的老伴。”今年已经86岁的金老伯说起当

年的事情，满心后悔自责。老人在高校辛苦

工作了一辈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校给他

分配了一套位于浦东新区的房子，之后老两

口就一直居住在此。

几年前，金老伯因为脑梗入院动了手术，

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此期间，儿子儿媳不

停在耳旁吹风，劝说老人将名下的房产提早

过户给孙子，以免万一有不测再办理会比较

麻烦。尽管老伴在一旁提醒要小心风险，但

金老伯还是禁不住儿子儿媳的一再“说服”，

背着老伴签了字，“反正这房子也是要留给儿

子和孙子的，他们肯定不会对不起我的”。

就这样，通过一份房屋转让合同，金老伯

将这套房子过户给孙子，合同金额为105万

元。“实际上他们一分钱也没有出，约定产权

归孙子，使用权归我们，我们可以一直在房子

里面住。”金老伯说，当时儿子一家为了显示

“诚意”，还将新办出的房产证交给老两口保

管。房产过户后，因为金老伯手术后身体欠

佳爬楼不便，于是将房屋出租，用租金补贴另

外租了一处一楼的房子住。

换锁堵门 赶走老人
事情从去年开始出现了变化。“儿子突然

跟我说，要把这套房子卖掉，说要用这笔钱去

买别墅。”金老伯说，听到这话他一下子蒙了，

老两口就剩下这套房子了，如果卖了让老人

去哪里住？然而，尽管老两口苦苦向儿子恳

求，但儿子根本无动于衷，铁了心要卖房，甚

至还指着他们的鼻子恶语相向。而且，因为

老夫妻不肯交出房产证，孙子直接以遗失为

由，重新去补办了一张新的房产证。

接下来，儿子一家加大动作，步步紧逼。

“去年下半年，他们先是找到租客，说这是他

们的房子要跟他们签约，断了我们的租金来

源。”金老伯的老伴也是痛心不已，因为租客

与她相识多年，且看不惯儿子一家的霸道行

径，于是在年底租约到期时，将房子交还给了

金老伯夫妻，老两口赶紧搬了回去。

更过分的事情发生在老夫妻搬回去之后，

“我们刚住了两天过了个元旦，结果刚出门回

来就发现，他们把门锁换了，把我们两个老人

关在门外不让进去”。金老伯的老伴声音哽

咽，那天晚上很冷，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在屋里，

两个老人坐在楼梯间的地板上无处可去，而儿

子和儿媳居然拿着房产证站在屋门口，口口声

声讲：“你们的孙子说房子是他的，你们无权居

住。”听闻此言，金老伯气急交加瘫倒在地，被

送往医院抢救。老伴报警，生平第一次到派出

所呆了一夜，心酸泪流。次日一早身心俱疲的

她再次来到家门口，想进屋休息一下时，依然

遭到无情拒绝，门都没有开。

无家可归 满腹辛酸
被儿子一家“扫地出门”后，金老伯夫妻

已经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他们告诉记者，这

段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在亲戚家颠沛流离，但

也不好长时间麻烦别人，最

近找了家招待所暂住。

在招待所见到金老伯

夫妻，两位老人头发花白，

容颜憔悴，语不成声。招待

所房间也比较狭小，灯光昏

暗。“这里也不能生火做饭，

老头子身体需要调养，吃不

得冷食。”金老伯老伴无奈叹息，即使这样的

环境，老两口也不知道还能住几天，因为马上

要过春节了，服务员也要回家过年，到时候清

洁打扫这类事都要老人自己来弄了。

相比环境的艰苦，身心上受到的打击最

大。金老伯流泪不已，自己一辈子教书育人，

也算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信奉“家丑不可外

扬”，如今却是家庭教育彻底失败，亲情全

无。老两口也在反思，主要还是自己对儿孙

太过宠溺，“儿子结婚的婚房、喜宴等都是我

们一手操办，宁愿去借钱也要让儿子风风光

光；孙子出生后也是我们出钱请保姆，一手帮

忙带大，从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想

到他们一点点恩情都不念。”

谈及下一步的打算，金老伯是长吁短叹：

“阿拉介大年纪了，真勿想和儿子对簿公堂，更

勿想和孙子闹翻面孔，但现在实在没办法，可能

真要为了生存权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了。”

谨慎过户 控制风险
对于金老伯的遭遇，在上海善法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秦裕斌律师看来并非偶发。

秦裕斌表示，近年来子辈或孙辈关于房产纠

纷的案件呈多发趋势，不少老人因为听信遗

产税之类的说法，就将房产过户给子女或孙

辈，虽然形式上是买卖合同，但实际上这种买

卖关系因为基于家庭的这种亲情，很多情况

下都是“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然而，当子辈

或者孙辈拿到房子以后，却不照顾老人，

不尽赡养义务，这种情况也是

时有发生的，而这个

时候老人要想再维护自己的权利就非常地

难。因为房子已经过户，产权人发生了变更，

主动权已经不在老人手里，而法院对这类问

题究竟是买卖合同还是赠与合同，在审查的

时候也会比较谨慎。虽然，秦裕斌曾在相同

的案例中，为老人伸张了权益，但他直言，这

类情况给老人造成的痛苦和身心伤害是十分

巨大的。

秦裕斌提醒，老年人在处理房产等重大

财产问题时一定要谨慎，应该保持对财产的

掌控，对于重大决策要慎重对待，不能过早割

舍自己的财产权益。老年人可以选择其他方

式来传承财产。例如，可以在立遗嘱的同

时规定对房产的继承，或者成立家族基金

对财产进行管理。这样不仅能够确保老人

对财产的掌控，还可以避免将财产过早

过手给他人，减少财产风险。此外，老人

应该寻求专业机构的法律意见与援

助，更加理性地处理自己的财产，减少

风险。同时，秦裕斌也希望，相关

部门能出台更具保护性的法律法

规，以保障老人的财产安全。

对此，“新民帮侬忙”将继续

关注。

本报记者

李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