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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日前，国家医保局部署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
行动“回头看”。长春、唐山、乌鲁木齐等
多地也陆续公布打击欺诈骗取医保行为
专项检查结果。记者采访发现，在有些
地方，被检查的公立医院违规率超八成，
违规名单中不乏公立三甲医院，有的医
院违规屡查屡犯。一些医院骗保手段花
样翻新，出现各种“升级版”。

有的地方医院违规比例高，一
些公立医院参与套取医保基金

近期公布的专项检查结果显示，一
些地方违规医院数量大、占比高。

唐山市医保局通报“2018公立医院
专项检查行动”情况，该市本级24家公
立医院中20家存在医保违规问题，违规
率超过八成；乌鲁木齐市人社局通报，41
家医疗卫生机构因违规而被退出医疗服
务协议管理；长春市人社局专项检查了
1166 家医保定点服务机构，其中761 家
定点服务机构存在违规行为。

记者注意到，不仅民营医院，一些公
立三甲医院也存在违规行为。长春市内
不少公立三甲医院和知名民营医院都在
处罚名单内：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长
春市中心医院、长春拜博口腔医疗管理
有限公司净月口腔门诊部等机构，分别
被处以拒付违规费用、扣除年度考评分
数、责令整改等不同程度的处罚。

有的医院屡查屡犯。例如，吉林新
华医院在今年检查中被发现违规，而在
2013年的专项检查中，这家医院已经出
现过挂床住院的医保骗保行为。

各地专项检查显示，不少违规医院
涉及金额较大。长春市761家医保定点
服务机构医保违规金额达1000余万元，
四川 11 家涉案民营医院涉嫌骗取国家
医保基金5400余万元。

揭骗保套路：虚构病例、过度医
疗、挂床骗保

记者在四川、吉林、湖南等多地调查
发现，目前骗保手段出现各种“升级版”。

——虚构支出、伪造病历是常用花
招，甚至半公开集体造假。

“比如抽血一项，虽然没有实施，但
在费用支出栏里扣取了费用。”今年 7
月，湖南泸溪县某乡镇卫生院院长带着
12万余元现金，主动向县纪委监委交代
了自己医院虚报套取医保资金的行为。

鞍山市某医院原院长李某在职期
间，以“为医院创收”为名，呼吁全院职工
一起伪造虚假病历、住院治疗费等，骗取
医疗保险金。近期，辽宁省鞍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李某因
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
罚金10万元。

——过度医疗、诱导性看病，患者、
医保“两头骗”。今年6月，湖北咸宁市
就曝光一起过度医疗骗保的案例：湖北
武汉某医疗管理公司一伙不法分子，盯
上咸宁的乡镇卫生院。该公司安插3名
员工同时在咸安区 6 家乡镇卫生院工
作，用免费检查的方式，引诱村民体检，
夸大病情并进行过度治疗，然后用村民
的新农合医保卡报销套取医保基金，致
使卫生院报销费用增长200多倍。

目前，多地出现专门针对高龄老人
的骗保案例。记者了解到，现在有的医
院、诊所为了骗保，以免费体检、义诊等
名义把一些高龄老人骗到医院，声称他
们身体有各种问题，然后随便开点药给
这些老人，再利用老人的医保卡虚构病
历，套取医保基金。这种方式隐蔽性强，
难以发现和查处。

——有的地方挂床骗保成风，几乎
成为行业“潜规则”。“近期，我们对一家

医疗机构实施远程查房，发现医院有24
人存在挂床骗保行为。”湘潭市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局医疗生育保险科科长章
奋强介绍，在检查时，发现这家医疗机构
登记住院的病人不少，但病房里却见不
到几个人，原来是医院和病人“联合”在
医院登记住院，通过空挂床位套取医保
资金。

章奋强告诉记者，湘潭市2018年以
来开展了专项督查行动，发现有医院挂
床骗保行为成风。

加快建立基金监管长效机制，
可应用大数据动态审核

多地一些基层医保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职工医保监管主要依据医疗服务
协议，缺乏法律政策依据，监管部门发
现医院“请人住院”、挂床骗保、小病
大治等违规行为，只能一罚了之，而处
罚内容主要是暂停医院医保支付协议，
由于违规成本低，一些医院屡查屡犯。
专家建议，应完善社保领域失信行为惩
戒政策，对欺诈骗保形成有力震慑，同
时加快建立基金监管长效机制，加快医
保监管立法。

针对医院和病人数量大、监管机构
力量不足的问题，专家建议，可利用大数
据技术，加强动态监管，对数据预警做好
防范。

记者了解到，从 2014 年起，成都就
试点了医疗保险智能辅助审核信息系
统，同样审核一份医疗费用单据，要筛出
疑点，人工审核平均需要20分钟，而智
能审核不到1分钟。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社会保障系
主任丁少群认为，当前医保部门监管人
手严重不足，应当引入更多专业人才，加
强医保基金监管团队建设，充实监管力
量。 据新华社

“我的孩子正上小学，为了把辅导
作业的负能量化解掉，一时激愤就去考
了一个证。算是个励志的妈妈吗？”这
是近日丹阳微信群上一微友发的一条消
息，江苏丹阳市这位名叫李姜华的年轻
军嫂妈妈为了辅导上小学的女儿，居然
考了一个小学教师资格证。

不想成为孩子的“教育督导”

选择学校的焦虑、面对教师的焦
虑、辅导孩子的焦虑，这是现阶段教育
问题的集中反映。李姜华坦言，当孩子
慢慢长大，面临入园、入学之时也就是
自己的烦恼焦虑开始之时。

李姜华女儿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她也希望能进一个老牌名校，为此也向
教育局的熟人打听，包括招生政策和相
关规定，也希望指点一下门路。三番五
次了解，带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叹息，最终
只好让孩子进入施教区的小学。

李姜华说她不想成为家长中的“教
育督导”，更不会对教师挑刺。她说理解
和配合教师就是配合女儿的学习，这是
家长必须具备的理智。李姜华最关心的

是教师能给予女儿怎样的学业教育。
给女儿示范，李姜华更加重视自己

的书写，只要是自己写的字，只要是让女
儿看到的，都不敢随便。她找来钢笔书
法字帖，认认真真地练习，时间一长，有
型有范的钢板体呈现在女儿面前。女儿
说妈妈的字体比老师的还要漂亮。

去年开始准备，上月拿到了证

李姜华向在丹阳市教育局工作的文
友打听了教师资格证报考的要求和程
序，从 2017 年开始了迎考冲刺。每天
女儿做作业时，李姜华也捧着一本书，
陪女儿一块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
育教学法规一切从头学起，综合素质、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的仿真试题一遍一
遍地练。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姜华一门
一门课程过关，笔试顺利通过。11 月
16 日，李姜华拿到了丹阳市教育局颁
发的小学教师资格证。

对于励志的妈妈，女儿很钦佩，很
感激。尽管只是十岁的年纪，早有了自
己的观察和判断。提到自己的妈妈，女
儿得意地说自己有一个“三有”妈妈。
有专业的指导。女儿说，妈妈有学问；
有自由的空间。李姜华给了女儿很大的
空间，不包办，不限制；有游戏的活
动。女儿作业做好了，或者学习取得了
成绩，李姜华就会给女儿最大的奖赏，
和女儿下棋，打牌，玩电子游戏。

据《扬子晚报》

妈妈为辅导女儿 自考教师资格证
近日，一段视频提到，西安翻译学院

发布新规定，禁止学生在校期间喝酒，校
内校外都不行。平时还会有相关人员在
校门口检查学生是否喝酒，此事引发热
议。

该视频提到，西安翻译学院发布了
一份《关于严禁学生在校期间饮酒的规
定（试行）》，对该校大学生校内外饮酒做
出了规定。文件第三条提到，严禁学生
在校学习生活期间饮酒（含酒精度饮
料），学生因生日、节假日、入学、升学、毕
业等原因在校内外组织的聚餐活动一律
不得饮酒。第四条还规定，严禁教职工
和学生饮酒，一经发现，由学校人事部门
按照学校制度处理。而饮酒或酒后滋事
被处分的学生，最严重的将会开除学籍。

“这个规定并不是最新出台的。”12
月2日，西安翻译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邱杰表示。他说，从1987年学校办学之
初，就发布了《西安翻译学院学生校园文
明公约——“十不准”》，不准学生在校内
外喝酒。2017 年又对“十不准”进行了
修订。此次网上热议的对饮酒做规定的
文件是2016年发布的。

一份旧规定最近为啥又在网上被热
炒？邱杰表示，“最近，很多高校聚会
出现一些学生酒后失控、呕吐、寻衅滋
事的情况，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我们
也向周边商户发了一份倡议书，倡议不
向学生售卖烟酒。” 晚综

近日，在内蒙古赤峰，20 岁的养
狼女孩给狼喂食、与狼互动嬉戏的视频
在网络上走红。在视频中，女孩穿着厚
厚的蒙古袍，戴着帽子，不时展露笑
容，只见她提着装肉的塑料桶，身边围
了 8 匹狼，有时把肉抛到空中引狼去
吃，有时把肉拿在手里引逗狼，有时甚
至用嘴巴叼着去喂狼。

视频引来网友广泛关注和讨论。有
的网友对此十分憧憬：“真的是很羡
慕，可喜欢狼了”；也有的网友质疑视
频的真实性：“感觉这些狼像狗”；还有
网友在网络上叮嘱她：“爱好很特别，
但要注意安全”。

记者随后联系到了视频中的“95
后”女孩周鑫月，目前她就职于赤峰的
汗苏鲁国际生态旅游区。周鑫月说她从
16 岁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养狼，现在已
经4年了。据介绍，这些狼一般用来拍
电影电视剧，也用于跟游客合照。

据了解，这些狼购自专业的繁殖基
地，并配有兽医定时进行免疫和驱虫。
赤峰市林业局野保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狼属于非重点野生保护动物，目前
在赤峰境内养狼只要来源合法且有合规
的检疫证明就可以饲养，但是饲养方需
要保证饲养的安全性，防止狼伤害到
人。 据《北京青年报》

赤峰“95后”女孩
“与狼共舞”成网红

西安一所高校
试行“禁酒令”引热议

多地“亮剑”医保骗保
揭开哪些新套路？

李姜华李姜华给女儿出的考卷给女儿出的考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