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撞人判无期，为病驾“踩刹车”
法律法规对于防范“病驾”危险行为是有明文规定的。要防范“病驾”所带来的风险和危

害，需要“把好体检关”。另外，还要通过依法严惩，形成震慑效应，为病驾行为“踩刹车”，真正
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癌症早诊早治纳入医保，开了个好头 巷 议

□杨玉龙

记者近日从济南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为
有效遏制癌症高发趋势，济南市将肺癌、胃癌
等5种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纳入职工基本医保
支付范围，报销比例达到85%。（10月20日
新华社）
济南率先将部分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纳入

基本医保支付范围，为减轻群众看病负担进
行了有益探索，值得称道。要知道，罹患癌症
不仅让患者饱受病痛折磨，也很可能会让全
家致贫，如何发挥好职工医保的作用亟待引
起重视。
根据《济南市基本医疗保险癌症早诊早

治项目实施办法（试行）》，部分癌症早诊早治
项目试点，参保人要符合以下条件：参加济南
市职工医保并按规定正常享受待遇；年龄在
45至 70周岁之间；之前未被确诊患有关疾
病；经筛查属于患试点病种的高危人群。肺
癌、食管癌、胃癌、结肠癌和直肠癌作为试点

病种。这无疑能够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不必讳言，癌症早期筛查、早诊早治是国

际公认的对抗癌症的最有效手段，癌症发现
越早，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率越高。早诊早治
纳入职工医保，尤其是根据济南市办法规定，
对于5种癌症的早诊早治项目，职工医保统筹
基金支付不设起付线，支付比例为85%，剩余部
分由个人负担，同一诊查项目的诊查周期为两
年一次，这就可以为癌症早诊早治打下基础。
同时，癌症早诊早治纳入职工医保也可

以激活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据了解，济南市选
择 3家医疗机构作为首批试点机构，经过多
方共同努力，3个试点诊查项目的价格最大
降幅达到27%。如此，一方面减轻了参保人个
人负担；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提高了医保基金
的使用效率，具有双赢效果。而经诊查未患相
应疾病的,还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健康干预
和随访。
诚如济南市医疗保障局负责人所言，“早

诊”的目的是“早治”,要把该项目政策与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政策有效衔接,
一旦确诊,确保能得到及时救治、及时报销。
从这一层面讲，为了让该政策更好地惠利于
广大职工，也亟待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的跟
进，以确保癌症早诊早治，最大程度地消减因
罹患癌症给涉事家庭带来的经济困境。

近年来,为给孩子在身高、智力、
健康等方面提供助力,不少爱子心切
的家长将各种儿童保健品送进孩子
口中。然而,一些不法企业、商家也抓
住了家长这种心理,以非法添加、虚假
宣传、非法传销等各种手法骗取消费
者的钱财,致使儿童保健品市场出现
各种乱象。（10月20日《法制日报》）
“老人和孩子的钱最好赚”，这已
经是一些商家的共识。这两年，掀起了
一场打击“坑老”保健品的“全民战争”，
也取得了不错的战果。然而，在一些领
域“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些所谓的儿童
保健品又将黑手瞄准了孩子。
所以，这场“全民战争”远未到收

兵的时候，还需乘胜追击，像严打针
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骗局一样，严打针
对儿童的保健品乱象，让不法商家成
为“过街老鼠”。整治儿童保健品乱象
不缺经验，缺的是行动。监管部门要
加大打击力度，家庭、学校、社区等也
要有序参与进来，对于保健品“坑
娃”，一点儿都不能手软。 陈广江

□殷国安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依法
对被告人钟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
案公开宣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
处被告人钟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10月20日中新网）
据报道，钟某于2012年2月癫痫病发作，

经治疗难以痊愈，平时以吃药控制。但钟某在
明知自己患有癫痫病的情况下，却没有主动申
请注销驾驶证，且在驾驶证有效期满后于2015
年4月申请换证，并于2016年购买一辆海马牌
小型轿车自用。结果，2018年8月22日19时7

分许，钟某在驾驶海马牌小汽车由南往北途经
分宜县站前路的过程中突发癫痫，车辆失去控
制，事故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三人轻伤，
七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可以说，这起交通事
故的责任完全是因钟某所致。因而，钟某因“病
驾酿事故被判无期徒刑”，纯属咎由自取。
近年来，因“病驾”造成的交通事故已发生
多起，严重威胁了公共交通安全。防范“病驾”
势在必行。根据我国《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
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
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
安全驾驶疾病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在拿到驾驶证后，如果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
件发生变化，不适合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
三十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
所申请注销。可见，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防范“病
驾”危险行为是有明文规定的。
但眼下在很多地方，驾驶申报人体检“流
于形式”，主要以视力、辨色力、听力、四肢能
力等检查为基础，对是否患有心脏病、精神
病、癫痫病等10类禁驾疾病，往往不进行严

格检查。加之，一些患有禁驾疾病的驾驶申
报人抱有侥幸心理，故意隐瞒病史。这都无
形中为“病驾”埋下了重重隐患。
因此，要防范“病驾”所带来的风险和危

害，还应“把好体检关”。首先，要建立健全病
历档案查询平台。交管部门可以与卫生部
门、医疗机构合作，运用大数据筛查出患有
禁驾疾病的驾考人。无论是申请驾照期间还
是在使用驾照的过程中，只要发现涉及禁驾
疾病的病历信息，系统都可以自动提醒，从
源头上防止“病驾”行为的发生。其次，要建
立严格的驾驶申报人体检制度。在对驾驶申
报人进行健康体检时，除了视力等常规检查
外，还应把心脏病、精神病、癫痫病等禁驾疾
病强制列入体检项目，以防患有禁驾疾病患
者“混入”驾驶人队伍中。其三，要实行驾驶
人定期健康体检制度。对已经取得驾驶证的
驾驶人，要进行定期的健康体检，以避免驾
驶人在取得驾驶证后患上禁驾疾病，防患于
未然。另外，还要通过依法严惩，形成震慑效
应，为病驾行为“踩刹车”，真正为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负责。

保健品“坑娃”
整治莫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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