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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妻子急等医疗费，丈夫却拿走医保 14 万报销单据不肯交还

一张“救命单据”引来的争执
文/本报记者 赵磊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本报 8 月 1 日讯(记者 张焜

孙翔)本报 8 月 1 日报道《 10 名游客

遭遇“人在囧途”》之后，开始有市

民反映他们也在散客拼团旅游中遇到

的囧事。记者发现，潍坊散客旅游多

通过“直通车”组团，但目前“直通

车”市场鱼龙混杂，旅游质量难以保

证。

1 日，看到本报报道后，市民韩

女士也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作为散客参
加旅行团的故事。今年“五一”期

间，她和母亲在一家旅行社报名去临

沂智圣温泉游玩，等上了旅游车后才
发现，车上的游客来自各个旅行社，

而车辆及导游、司机都是一个“直通

车”的工作人员。

韩女士说，当时的经历现在想想

还生气。在去温泉的路上，潍坊的司

机和导游竟然不认识路，一路上三次

掉头，甚至有一次已经到景点了，还

驱车拐弯走错了路。这时她才知道，

导游根本不是正规导游，就是个来临

时帮忙的。一路上，这位“导游”根

本不讲解，让游客各自玩各自的，自

己也到处逛着玩。

“加入这种旅行团，如果出现什

么问题，导游和司机都没有经验，游

客该怎么办？”韩女士说，这种“直

通车”让游客难以安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潍坊各旅行

社报名的散客多通过某一旅游直通车

进行拼团。在一些旅行社的接待柜台

上，摆满了介绍旅游线路的宣传单，

如“精品游”、“美乐汇”、“悠然

江南”、“自由假期”等，不少是

“旅游直通车”带团旅游。

有业内人士透漏，这些“直通

车”不少是挂靠在一家旅行社名下

的，还算正规，但也有一些独自经

营，没有什么资质。由于接客及安排

旅游都通过旅行社，管理部门也很难

对其进行管理监督。当市民旅游时权

益受到侵害时，还需要通过旅行社跟

司机和导游协商沟通，平添了麻烦和

不安全因素。

夏季旅游又进入高峰期，您在旅

游过程中曾经遇到或者正在遇到什么

令您大跌眼镜、气愤不已的事？或许

可以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8073110 跟本

报记者聊一聊。

散客旅游

多找“直通车”

问题多旅游质量难保证

《10 名旅客遭遇“人在囧途”》追踪：
妻子孙营患了白血病，短

短的三个月，治疗费用超过三

十万元，正在一家人为筹钱治

病为难时，丈夫陈涛(化名)却

不声不响将医保报销 14 . 2 万元

的单据拿走了。 8 月 1 日，在

潍坊市人民医院血液科病房

里，记者见到了急等救命钱治

病的孙营。

新婚女教师突患白血病
1 日下午 2 点，记者来到潍

坊市人民医院，看到了正在血
液科病房接受治疗的孙营。而

巧合的是，孙营的丈夫陈涛(化

名)刚刚才离去办事，约好待会

儿再回来。孙营的母亲郭女士

正在陪着女儿。

孙营是临朐县实验小学的

一名语文老师。2011 年 1 月 6

日，28 岁的孙营和同县的陈涛

登记结婚。在结婚刚刚三个月

的时候，4 月 6 日早上，孙营在

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突然一阵

眩晕，在讲台上站不住。

坚持上完上午的课后，孙

营到临朐县医院检查，医生的

诊断让孙营和陈涛大吃一惊。

孙营竟然得的是白血病。

第二天一早，孙营就赶到济

南市齐鲁医院进行治疗。两个阶

段的治疗分别为 63 天和 21 天，

期间花费高达 27 万余元。

“6 月 29 日，因为在齐鲁医
院治疗费用太高，我就转到人

民医院。一个多月的时间，又花

了 3 万多元。现在加起来，总共

花了 30 多万，其中学校募捐了
10 万 4 千多元，娘家到处筹借

了差不多 10 万元，剩下的是陈

涛家里出的。”孙营说。

两次在齐鲁医院住院的单

据，都放在了陈涛那里。因为是

异地医保，所以必须回到当地劳

动部门报销。卧病在床的孙营，

一直苦苦等着丈夫为她领出报

销的“救命钱”。

14万元报销单据被丈夫拿走了

但 7 月 20 日，一个莫名其

妙的电话，打破了孙营的梦。

“他 7 月 19 号就去报销医

疗费了，7 月 25 号拿到的单子。

拿着那个单子就能提钱，但是

他一直没跟我说过。”孙营说，7

月 20 日，她接到了一个医保的

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孙营

的报销手续不全，需要补齐。

孙营这才知道，丈夫瞒着

自己去办理了医保报销。

其实，当她治疗了一个多

月以后，她就发现丈夫的态度

有了明显的转变。因为嫌医院

里脏，陈涛很少来看望孙营，即

使来了，也是站在边上看看。渐

渐地，孙营发现丈夫开始不想

支付治疗费用。“他就没给孙营

倒过水。”孙营的母亲郭女士

说。

“其实我已经不怎么诧异
了。从他把治疗单据拿走，到后

期对我态度的转变，我已经能

感觉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后

悔也晚了，单子放在他那里，拿

不出来。”孙营说。

7 月底，孙营从临朐县劳动

局得知，陈涛已经拿到了第一
次去齐鲁医院治疗花费的 21 . 8

万元的医保报销单，可以报销

14 . 2 万。

如今，孙营的治疗费用已

经欠了将近两万元，医院一直

在催款，孙营急等报销的 14 万

元来救命。然而，单据一直在陈

涛手中，没有交给孙营。

关于“救命钱”的两次交涉
“我们不是要他的钱，只

是想把报销的钱拿来治病。他

这样就是不给，算是个什么

事？他家钱再多，我们不花他

的。”郭女士对记者说。

孙营告诉记者，医生说她

的病起码要治疗三至五年，如

果发生感染，花费会更多。

为了拿到“救命钱”继续

治疗，孙营在父亲和嫂子的陪

同下，回到了临朐婆婆的家

中。因为生病，孙营并没有从

车上下来，而是让父亲和嫂子

进去讨回报销的取款单。

“他 (陈涛 )家里大门开

着，但是里面的门都关着。我

父亲和嫂子进去讨要报销的单

子，结果被他打了出来。他们

出来后，陈涛给我打电话，还

说狠话‘你还能活几天，你要
这个钱干什么，给你父母养
老？’”孙营平静地叙述当天

的情形。“当时去他家里要单

子，他就装疯卖傻，还打人。

后来，我们报了警，警察去了

以后，他就立马恢复正常，但

是还是拒绝回答问题，从里面

关上门，不让我们进去。”

7 月底，孙营的家人再次

赶到临朐，想要问陈涛讨要提

款单，但是仍然没有成功。

“救命提款单”能要回来吗
1 日下午 3 点半左右，在人

民医院的病房楼下，孙营的母亲
带着记者见到了陈涛。

对于记者的到来，陈涛显得

非常地抗拒，记者几次提问，他都

没有理会。

“我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

情，我是抱着很大的诚意、顶着很

大压力来的。”陈涛跟二姨夫说完

之后，对着记者又说：“她是我对

象，(单子)她拿着和我拿着不一
样？”

但是，当记者询问医保提款

单的去向时，赵涛总是岔开话题，

后来干脆不再说话。

谈话十分钟不到，陈涛就扔

下刚刚买的一包烧饼，匆匆离

去。随后，孙营的二姨夫去寻找

赵涛，也一直没有找到。

记者咨询了解到，社保中心

根据陈涛手中的这种取款单登记

取钱，每个月当中规定的时间内

可以提取，陈涛拿着单据，登记身

份证后就可以提钱。

随后，记者致电临朐县劳动

局，但是电话一直在通话中。同时，

记者了解到，陈涛至今还没有取出

救命的 14 万。为了避免丈夫私自

取出医疗报销的费用，孙营向社保

中心发了一个声明，在非本人的情
况下，不能将该钱款取出。

在采访过程中，郭女士数次

流泪：“现在已经欠了不少钱，医

院开始催款，又不敢给孙营停药，

一停药就疼得哭。我们就想把钱
拿过来，给孙营治病。”

孙营的母亲对

如今的困境一筹
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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