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偷吃医保的“硕鼠”关进法治笼子
■观察家

□李英锋

11月14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
沈阳市于洪区济华医院、沈阳友好肾病中医
院内外勾结、骗取医保费用的问题。15日凌
晨，沈阳市政府网站对此事回应称，截至14日
23时，于洪、大东两区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已责
令两家医院停业整顿。
市场上有“三无产品”，沈阳这两家医

院则有“三假治疗”——— 住院是假的，诊断
治疗是假的，病人也是假的，只有骗保行为
是真的，性质着实恶劣。医院和“患者”演的
这出“骗保双簧戏”侵蚀了国家医保基金，

伤害了全体医保参保人的利益，扰乱了医
疗秩序和医保秩序，败坏了医德医风，亵渎
了医保公信力，更涉嫌违法犯罪。
在央视曝光的压力下，可以预计，问题

会被查清，问责之刃很快就会落下。但对于医
疗骗保行为而言，个案问责还远远不够。医疗
骗保并不是个别行为，而是具有多发性。近年
来，媒体已经曝光了大量医疗骗保案例，其中
既有三甲医院，也有基层卫生院，而基层医院
的骗保问题比较严重。医保基金是民众的“保
命钱”，关乎每个参保人的切身利益，也关乎
医疗保障体系的稳定。因而，对于“医疗骗保”，
必须给予最大的重视和警惕，不能满足于“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满足于对个案的查处，
而是应该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平心而论，已经被
曝光的医疗骗保手段大都并不高明，也并不隐
蔽。骗保行为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骗保者之所
以有侥幸心理，主要是因为医保审核机制存有
漏洞，把关不严，以及监管机制反应迟钝。社保、
医疗监管等部门必须瞄准问题，对症下药，健全
医保审核机制，从根源扎紧篱笆、堵住漏洞。另
外，相关部门还需加大对医疗报销行为的检查
力度，增强识别骗保行为的敏感性和能力，让骗
保者伸手必被捉，付出必要的法律代价，将偷吃
医保的硕鼠关进法治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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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用顾客用过的脏浴巾擦拭杯子，混用同
一块脏抹布擦茶具、洗手台、坐便器等，从垃
圾桶里捡出塑料杯盖继续给客人使用……
近日，一段五星级酒店卫生乱象的视频，引
发公众的关注与担忧。“无星级”卫生状况，
背后是监督的缺位。
这些问题已不是首次曝光。乱象频现，

且涉及多家知名酒店管理集团，再次给五星

级酒店乃至整个服务行业敲响警钟。职业素
养缺失的背后，是酒店培训、管理、监督环节
的诸多漏洞。改善卫生状况，显然不能只寄
望于服务员个人自律。
对于酒店自身，治标与治本之策必须同步

推进。一方面，“行业通病”绝不能成为对顾客
不负责任的“挡箭牌”，涉事酒店必须负起监督
责任，倒查相关问题及责任人，并从严查处、从
重处理；另一方面，酒店行业也应举一反三，完
善相关监管要求，更多以制度管人，以更有力
的约束措施守护好“卫生底线”。
扭转片面逐利、畸形压缩成本的理念，

扭转片面追求重视高入住率、高周转率而降
低清洁度、达标率要求的管理思维，需要刮
骨疗毒的勇气，以及重典治乱的“真办法”。
杯子统一回收洗消、清洁人员带记录仪上
岗……事实上，将监管从制度走向落实，并

非没有可行的方式。
除了酒店行业自身的监管之外，相关政

府部门也应更加重视事前监管工作。对照
《旅店业卫生标准》《旅业客房杯具洗消操作
规程》以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卫生监督部门需要更多开展定期检查及
不定期抽查等工作。同时，也应探索引入公众
监督、第三方监督，并进一步加大对于违规违
法酒店的公开曝光力度。事后监管方面，相关
部门的处理不能只是“罚酒三杯”，停业整顿、
吊销卫生许可证等处罚方式，不能停留在文件
之中，必要时也应降星或者摘星以示惩戒。
让妄为者不敢肆意而为，让被罚者更有

“痛感”，需要多出实招和重拳。这考验着酒
店行业的诚意与决心，也考验着相关部门的
行动力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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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酒店“无星”卫生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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