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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速递

严查医疗机构
欺诈骗保行为

既要“仪式感”也要“讲规矩”

电商售后陷阱为何难填平

□杨玉龙

随着“双 11”网络促销活动结
束，电商产品售后迎来一年内的最高
峰。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电商带给消费
者便利的同时，一些产品因为销售渠道
不同、商家售后保障不规范，无法进行
正常的售后维修。甚至有部分生活用
品、家用电器等产品，售前承诺的全国
联保，需要维修时，却困难重重，成了
“无处可保”。（据新华网）

电商老问题年年有，新问题年年出
新，除去商家的利欲熏心外，监管与打
击不力也纵容了电商售后陷阱一浪更比
一浪高。监管部门不给力，仅靠消费者
的防范远远难以填平这些陷阱，也就更
难以不被一些套路所伤。其实，商家的
虚假承诺等不诚信现象，是一种欺诈行
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不仅要监
管，更须依法从严打击。

同样，电商平台不能只注重销售业

绩的光鲜靓丽，再高额的销售业绩也是
消费者支撑起来的。电商平台管不好

“手底下”商家，甚至是纵容商家虚假
宣传、埋设陷阱，坑害消费者，不单单

会让商家的声誉受损，也更会丑化电商
平台的形象。当电商平台也失去消费者
的信任时，电商平台的销售业绩可还会
耀眼？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

从法规层面来讲，国家对电子商务
的法规约束力度逐年加大。以明年即将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为
例，就是为了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
合法权益，规范电子商务行为，维护市场
秩序，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从
小处说，电商平台也有着相应的规矩约
束，不可能放任欺诈消费者现象的出
现。对此，就需要这些法律法规真落地。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4.08万亿
元，其中实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为3.13
万亿元。而 2018 年“双 11”行业销售
额，各大电商平台也是频频报喜。不
过，于消费者而言，最期许的就是少些
套路与陷阱，能够真正实现舒畅与品质
消费。这就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构建起
重诚信、守承诺的行业秩序。

11月 21日，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
局召开的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
项行动发布会上获悉，国家医保局决定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行动“回头
看”，并已下发通知进行专门部署。

“回头看”聚焦三个重点领域：对
于医疗机构，重点查处诱导参保人员住
院、盗刷和冒用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
伪造医疗文书或票据、协助参保人员套
取医保基金、虚记或多记医疗服务费用
等行为；对于零售药店，重点查处串换
药品，刷卡套取基金等行为；对于参保
人员，重点查处通过票据作假骗取基金
等行为。

今年9月起，国家医保局联合卫生
健康委、公安部、药监局等部门，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
金专项行动。日前，有媒体曝光了沈阳
市两家医院骗取医保基金案件，“这反
映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仍是医保工作的
重要短板，说明各地专项行动还需要进
一步加大力度。”国家医保局监管组牵
头人黄华波表示。

发布会还发布了国家医保局和各地
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举
报投诉电话。国家医保局将建立举报奖
励机制，以群众举报为重点线索，结合
医保智能监控、大数据分析、开展暗访
等方式，精准锁定目标，严厉打击违法
违规行为。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全面提升
医保基金监管水平。”黄华波表示，一
是建立“该发现的问题没发现是失职、
发现不处理是渎职”的问责机制；二是
坚持“零容忍”态度，对违法违规行
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医保部门
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参与欺诈骗保的，绝
不姑息、绝不手软；三是加快建立基金
监管长效机制，加快医保监管立法，完
善智能监控体系，实行部门联动。

据新华社

河南银保监局筹备组日前发布信
息，从 12月 15日起，我省将加入“车
险实名制”的行列，试点时间暂定 2
年。

简单来说，投保人在选择POS机刷
卡、银行卡转账、微信等多种支付渠道
缴纳车险保费的时候，账户信息需要与
车险的投保人信息一致，也就是说必须
用投保人自己的账户缴费。

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将鼓
励投保人使用POS机刷卡、银行转账、
银行代收代付、网络支付等多种便利方
式缴纳保费。

但如果一定要使用现金缴费，投保
人本人需要持证件到财产保险公司、保
险中介机构营业场所内支付现金，整个
销售环节都将录音录像，影音资料自保
险合同终止之日起计算保存时间不少于
5年。

消费者为他人名下车辆投保车险
时，需要提供与车主的直系亲属关系证
明，不能提供或不愿提供证明的，需要
到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营业场
所进行销售过程录音录像。 晚综

12月15日起
车险缴费将实名制

□王恒志

面对运动员和广大网友“比赛冲刺
时不宜递国旗”的呼声，马拉松赛事运
营方称“递国旗”是对中国选手的一种
礼遇，“披着国旗冲线”这一“惯例”
不会改变。

说是“礼遇”可以理解，运动员在
比赛结束后披着国旗答谢全场早已司空
见惯，这既是运动员的荣誉，也是国家
的荣耀。但“披着国旗冲线”成为“惯
例”却大大不妥，就算不说赛事专业性
的问题，从安全角度来讲也隐患重重，

“仪式感”的创新当然可以有，但“不

讲规矩”的“仪式感”，恐怕带来的更
多是“荒谬感”。

很多专家和网友都提到了“专业
性”问题，根据国际田联的规则，终
点前只允许两名工作人员手持横幅带
等待冠军，其他无关人员一概不能踏
上跑道。像这样志愿者公然站在跑道
上递国旗，甚至在递送未果的情况下
奋力追赶的场面，在正规赛事中绝无
可能出现。

当然，有的马拉松赛事可以将自己
定义为不那么专业的群众赛事，但是一
定要考虑对选手的干扰和安全隐患。众
所周知，马拉松选手在冲刺时往往已经

到达极限，任何干扰都可能会影响运动
员的节奏和发挥，甚至可能会出现不必
要的安全问题。倘若真的发生了安全问
题，主办方恐怕很难用“无心之过”来
应对。

体育比赛向来重视“仪式感”，在
很多专家看来，目前国内无论是办赛还
是观赛其实都缺少“仪式感”。平心而
论，主办方希望借助披国旗这个元素增
加仪式感的初衷没有问题，但无视运动
项目规则的“创新”万万要不得，如果
能将更多的“仪式感”在赛前赛后一一
做足，相信效果也不会比“披着国旗冲
线”差多少。

□斯涵涵

旋转木马是游乐园常见的游玩项
目，但在四川成都双流一座商业广场
前，木马却被换成了真马。游客骑到马
上，机器启动后，几匹马便开始绕圈向
前走。近日，“旋转真马”引发了不少
关注和争议，游乐项目举办方负责人回
应称，目前已暂停该项目运营，对马匹
以及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后再恢复开
放。（据《北京青年报》）

现今，都市人能够接触到马匹的机
会着实不多，而“旋转真马”新鲜有
趣，能够让人们尤其是孩子，体验下骑
马的乐趣，而且，比专程去马场骑马便
宜很多，矮小的马匹在“遛马机”的引
导下向前绕圈，看上去也较安全，故
而，“旋转真马”一经推出便成了“网
红”。

然而，该项目是否可行让人怀疑。
马儿多自由奔放，驴子才绕着圈干活。
把活生生的骏马当成木偶式的假马来赚
钱，违背了马儿的天性，难怪网友批评

其“不人道”，有虐待动物、漠视动物
福利之嫌。同时，马术俱乐部经营范围
包括马匹繁育技术的咨询服务、马术运
动休闲旅游项目及服务等，至于“旋转
真马”项目是否属于其经营范围，所在
地工商部门目前没有给出回应。此外，

“旋转真马”中的马匹必须通过动物检
疫，但这些马匹是否可以收费供人骑

乘，则要由其他部门负责审查。直白点
说，“旋转真马”看似一个小小的游乐
项目，却牵涉文化娱乐、体育、动物管
理、工商、物价、质检等诸多职能部
门，其正当性、可行性、安全性都需要
认真考量。

“旋转真马”是一种新兴事物，无
论对马匹，还是对骑乘者，无论是对提
供场地的商场，还是对马术俱乐部，目
前还没有行业标准进行规范。但有一点
可以肯定，该项目每3分半钟收费在30
元至50元不等，“钱途”可观。如若不
加以规范，按照当下的逐利理念及传播
模式，相信很快就会在其他地方“复
制”蔓延，由此会引发有关动物福利、
消费者人身安全、游乐设施项目审批许
可等一系列问题。

基于此，“旋转真马”应尽早套上
规则的“笼头”。相关部门要根据实际
情况和工作职责，充分调研，加强协调
沟通，及时制订相关规章制度，让经营
方、消费者都做到有章可循、依法行
事，进而确保游乐项目的安全、可靠、
有趣、文明。

给“旋转真马”套上规则“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