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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6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6.6万
家，检查发现并处理违规定点医药机构5.7万家，其中暂停医保
服务1.1万家，解除定点协议1900余家，检查发现参保人员违规
并处理1万余人，其中约谈4000余人，暂停医保卡结算3200余
人，发现经办机构违规例数400多例，约谈经办机构工作人员
180余人。截至目前，共追回医保基金及违约金共13.5亿元，处
行政罚款1.4亿元……面对医保基金“跑冒滴漏”，一场医保基
金保卫战正在全面打响。

欺诈骗保形势严峻欺诈骗保形势严峻

医保基金是参保人员的“救命钱”。然而，近年来欺诈骗保
频发，花样百出：医疗保险定点医院超量售药、串换药品、虚假
售药、虚记多记费用、挂床住院、伪造或提供虚假就诊资料……

进入9月，按照国家医保局今年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的
安排，各省级医保部门开始对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进行抽查
复查。

近日，湖南省医保局通报4起欺诈骗保典型案例。数据显
示，截至7月，湖南省共实地核查协议医药机构25736家，其中，
暂停医保服务 380 家，解除服务协议 54 家，追回基金损失
13732.52万元。而前不久，武汉市医保局在公布一批欺诈骗保典
型案例时指出，2019上半年共追回医保基金6277万元。仅上述

“一省一市”，就有超2亿元医保基金流失，数字背后暴露出骗保
问题触目惊心。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和参保人员，是欺诈骗
保者的三类主要群体。

在辽宁，当地医保部门发现，抚顺市慈济医院去年通过免
费 CT 诱导患者低标准住院、过度医疗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
57.75万元。依据国家医保局印发的《关于当前加强医保协议管
理确保基金安全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社会保险法》，当地医
保部门追回医保基金57.75万元，罚款231万元，解除医保服务
协议，同时这家医院3年内不得申请医保定点。

除了医疗机构，个别医疗工作者也“觊觎”医保基金。去年6
月15日至24日，江苏省昆山市中医医院关节骨科医生孙某，协
助他人冒用参保人社保卡骗取医保基金2.54万元。当地医保部
门依据当地对定点医药机构、医师医保处方权、参保人员的管
理和处理办法，追回医保基金2.54万元，取消孙某医保处方资
格，对科主任徐某、床位医生刘某移交卫健部门处理，将出借社
保卡人员纳入医保黑名单，并将孙某等4人移送公安机关核查。

““监管风暴监管风暴””来了来了

事实上，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一直将基金监管作为医保
首要任务。去年9月，国家医保局会同卫健委、公安部、国家药监
局联合启动了全国首次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

这项行动开展后，各地认真组织、周密部署，自查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并通过系统智能筛查、专项审查等渠道，查处一批违
法违规行为。然而，这些手段显然未能完全遏制住欺诈骗保的
乱象。

去年11月，媒体曝光“沈阳骗保案”，将医保基金监管问题
推上了风口浪尖。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专项行动

“回头看”，以求形成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
今年伊始，国家医保局便为今年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划重

点”，提出建立“飞行检查”工作机制，并通过智能监控等手段，
实现医疗费用100%初审。同时，探索建立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医
师和参保人员“黑名单”制度，推动将骗保行为纳入国家信用管
理体系。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
表示，2019年要将打击欺诈骗保作为医保工作头等大事，继续
出重拳，出硬招，坚决维护好医保基金的安全，绝不让医保基金
成为新的“唐僧肉”。

打击骗保是场持久战打击骗保是场持久战

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强调要开
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活动，实现对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和零
售药店监督检查全覆盖，公开曝光欺诈骗保典型案例。

不难看出，文件发出以后，打击欺诈骗保的力度将再度加
强，“高压态势”也将持续。除了监管力度持续增强，在监管手段
上，医保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创新，寻求更智慧、高效的监管。

今年6月，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开展医保基金监管“两试
点一示范”工作的通知》，计划在全国遴选部分省份和城市，开
展医保智能监控示范点工作。

医保智能监控示范点的侧重点是，针对欺诈骗保行为新特
点，完善医药标准目录等基础信息标准库、临床指南等临床诊
疗知识库，进一步完善不同规则库，比如诊疗规范类、医保政策
类、就诊真实性类等，提高智能监控的覆盖面和精准度。

今年以来，随着地市县级医保部门组建完毕，国家医保局
基金监管司司长黄华波表示，基金监管工作将由遭遇战转入阵
地战和持久战。

为鼓励公众、定点医药单位的内部人士参与到医保基金的
监管中，国家医保局发文对举报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予
以奖励。除了鼓励举报，部分地区还采用“社会基金监管检查
员”制度，作为第三方社会监督力量，参与医保基金监管。

此外，今年4月，国家医保局就《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条
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这意味着首部医保基金监管
方面的法规有望出台。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黄华波日前
透露，出台时间力争在年内，这也将推动医保基金监管“建章立
制”、有法可依。

据《工人日报》

医保基金保卫战正在全面打响

网络捐款平台屡次被曝 你还信吗
点击、付款、转发……只需轻轻地动动手指，你就可

能为另一个家庭带来希望。在朋友圈，为患病亲友等筹
款的网络求助信息，你一定不会陌生。近年来，“轻松
筹”“爱心筹”等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快速发展，为连接
网友爱心、助力善款筹集提供了便利。然而，这一新的
募捐形式却屡次被曝信息失真、审核不严，引发公众对
网络募捐诚信问题的讨论。

审核标准引来争议审核标准引来争议

日前，某相声演员因网络募捐事件陷入了舆论漩
涡。据悉，年仅33岁的他因突发脑溢血住院，其家人在
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水滴筹”发起100万元筹款项目，
热心网友纷纷帮助捐款、转发。这本是一件令人同情的
事，但有网友指出这位相声演员在北京有两套房、一辆
车，还有医保。尽管其妻子回应称家中两套房均为父母
名下的公租房，自己无权限转卖，并列举证据证实其并
非骗捐。然而，这一争议事件把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到
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上。

什么样的人可以发起大病求助？工资收入、房屋财
产、车辆财产等个人或家庭资产怎样核实？网友提出的
这些疑问指向了当下网络救助平台的漏洞所在。据了
解，目前，“轻松筹”“水滴筹”“爱心筹”等主要互联网募
捐信息平台在信息审核上并不能保证 100%真实或准
确。三大平台在《个人求助信息发布条款》《用户协议》
和《隐私政策》等相关条款中均有声明——平台并不能
保证发起人信息的完全真实或完全准确，捐款人应理性
分析、判断后决定是否捐赠、资助。

这一局限既来源于筹款平台审核机制的不足，也来
源于实际操作中的困难。“轻松筹”联合创始人兼总裁于
亮指出，个人身份、银行账户、医院病情等可以通过人工
去核实，但家庭资产只能靠患者及家属自证。资产可能
在个人名下，也可能在家庭名下，想要准确地查询实属
不易。

至于什么样的人应该得到救助，更是没有统一的标
准。有些本是赤贫家庭，再遇到家人重病无疑是雪上加
霜；而有些仅仅只是家有病人，想要维持此前正常的生
活水平而已。在尚未健全的审核机制下，不同家庭状况
的人在同一平台发出众筹，难免引发争议。

““骗捐诈捐骗捐诈捐””透支网友信任透支网友信任

截至目前，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共有
20家，在2018年共有超过84.6亿人次网友点击、关注和
参与，募集善款总额超过31.7亿元，同比增长26.8%。参
与度之高，体现了人们慈善意识的提升。互联网众筹，
筹的不仅是金钱，更有无数网友的善意和信任。然而，
诸多争议事件的发生，也使这些善意和信任慢慢被透
支。

2016年，深圳媒体人罗尔为自己患有白血病的女儿
发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筹款，刷爆朋友圈，最后却被
曝出罗尔本人名下有3套房产。同年，多名网络主播被

指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某农村做“伪慈善”，直播结束
后就收回捐款，甚至还为增加效果往孩子脸上抹泥。此
类“骗捐”“诈捐”事件，使网络募捐诚信度遭到质疑。

此外，还有人发现，部分电商平台存在制作虚假材
料的产业链。为骗取医保社保和捐款，一批制作虚假病
历、票据材料的黑色产业滋生。门诊全套病例、住院全
套病例甚至病情严重程度都可根据个人定制，还配有专
业写手撰写筹款文案、商家负责推广，以便获得更多网
友的关注和捐款。这些都是互联网募捐行业健康发展
的阻碍。

“众筹平台提高自身审核水平的同时，有关部门应
加大源头治理，严厉打击贩卖兜售虚假病历等行为。”于
亮说。

维护网络慈善公信力维护网络慈善公信力

其实，早在 2016 年，民政部等四部委就联合印发
了《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其中第十条明确规
定，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难，通过广播、电
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发布求助信
息时，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
商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
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
人负责。

针对此次那位相声演员网捐事件，民政部回应称，
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不在民政部法定监管职责范
围内，但由于影响到慈善领域秩序规范，民政部将引导
平台修订自律公约，针对群众关切持续完善自律机制，
也将动员其他平台加入自律。

“水滴筹”创始人沈鹏回应称，“水滴筹”未来会更严
谨，更加多维度地进行风险控制，并将联合其他众筹平
台对自律公约进行迭代。他表示，用假病历等虚假资料
去骗钱的是极少数，筹款人大多是真实的，不希望大众
被个别负面案例误导。

随着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快速发展，进一步规范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势在必行。此前，民政部公布了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慈
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两项推
荐性行业标准，对募捐主体、平台责任作了规定。2018
年10月，“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3家平台联合签署
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及自律
公约》，健全事前审查、提款公示、在线举报等功能，建立
求助人“黑名单”，旨在强化信用约束，提升公开透明，欢
迎社会监督。

但同时也要看到，对于一个网络平台来说，在对存
款、房产、车辆等个人或家庭信息的审核中，客观上确实
有一定的难度。要让网络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让网络平
台承担起责任，也要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建立起一个
互联互通的信息核对网络。让公众爱心不被过度消费，
从而维护网络慈善的公信力。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