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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医保局决定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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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看”聚焦三个重点领域：一
是医疗机构，重点查处诱导参保
人员住院、盗刷和冒用参保人员
社会保障卡、伪造医疗文书或票
据、协助参保人员套取医保基
金、虚记或多记医疗服务费用等
行为。二是零售药店，重点查处
串换药品，刷卡套取基金等行
为。三是参保人员，重点查处通
过票据作假骗取基金等行为。

医保基金都是群众的救

命钱，欺诈骗保行为严重损害
了群众利益，也对党和政府的
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打击欺
诈骗保一直是医保工作的重
中之重，但是欺诈骗保事件依
然多发频发。国家医保局的

“回头看”行动在以前或许是
个“常规动作”，但是联想到近
期被曝光的沈阳市两家定点
医疗机构骗保事件，不难看出
这次的“回头看”更像是个“应
激反应”。

“病人是演的，诊断是假
的，病房是空的”，荒诞可笑的
闹剧在定点医疗机构上演，这
不仅导致国家医保资金大量
流失，更让医疗机构的公信力
急剧流失。医院本是救死扶伤

的地方，绝不能有任何造假欺
诈的行为，否则，最终受伤害
的不光是患者，也会殃及广大
医务工作者。所以，医疗机构
的欺诈骗保在这次“回头看”
行动中首当其冲，也在情理之
中。但是，一些医疗机构对医
保基金的侵蚀，未必都在明面
上，也未必都那么“生硬”。盗
刷社保卡，伪造医疗文书，虚
记医疗费用等，国家医保局提
到的这些手段，无疑都是医疗
机构参与欺诈骗保的“硬伤”，
很容易被监管部门或者媒体
发现线索。为了利益与安全兼
得，更多的医疗机构可能会采
取过度医疗的方式，给患者用
没有必要的药，做没有必要的

检查，以看似合规的方式套取
医保基金。

“小病大治”的过度医疗
直接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负担，
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一般患者
即使有疑虑，也不敢对医疗机构
提出异议，只能听之任之。偶有
个别患者以法律手段维权，也是
异常艰辛。所以，只有监管部门
主动将过度医疗与欺诈骗保挂
起钩，同等重视，才有望从源
头解决这个问题。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
看门道”，医疗中有没有“小病大
治”，一般患者拿不准，医务专业
技术人员或专家却很容易做出
准确判断。但是，因为错综复杂
的关系，彼此都在一个圈子里，

医务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不会主
动“挑破”潜规则。要“根治”过度
医疗，只能由监管部门建立一个

“不通人情”的智能审核体系，对
门诊常见病的诊疗用药系统规
范，一旦用药或者费用超过系统
设定，监管部门就要予以重视和
核查。

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平台，最
终还是离不开对大数据的应用，
需要患者和医疗机构的积极参
与。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一张监督
网，可能还有不小的难度，但是
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应主动适
应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
快推进“互联网+电子政务”，把
打击医疗机构欺诈骗保的“回头
看”变成“时时看”。

打击“骗医保”，要“回头看”更要“时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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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执法就该“爱谁谁”

前不久，沈阳一女子驾车撞
人后称对方碰瓷，顶着人强行驾
车离开。当民警上前执法时，该
女子气焰嚣张、百般抗拒，并企
图以“我爸是×××”来“震慑”
执法者。不承想，执法民警根本
不吃这一套，霸气回怼：“爱谁
谁！”最终，在抗拒过程中咬伤警
察的当事女子被控制，并因涉嫌
妨害公务、故意伤人被刑拘。

执法过程“上网”之后，围观
群众踊跃发声。不少网友毫不犹
豫地将矛头指向了当事女子。驾

车撞了人，理当及时下车解决问
题。可在这位女子那里，这种常
理常识根本不好使。撞人之后，
她先是怪人家碰瓷，接着就跟没
事人似的开车走人，即便被撞者
站在车前也照开不误。如果不是
警察及时出手，被撞者很可能还
会遭遇更大伤害。面对警察执
法，她打滚撒泼不予配合不说，
甚至以咬人来抗拒。事已至此，
就算被撞者真是碰瓷，当事女子
也已自我“进化”到了“罪不可
赦”的地步。

当事女子的“底气”似乎来自
“我爸×××”。想必在他们那儿，
这个“×××”不是一般人，就像

“我爸是李刚”里的“李刚”。否则，

也不会被当事女子拿来“震慑”执
法警察。如果真是这样，当事女子
就是在“坑爹”，她显然不知“李
刚”为“我爸是李刚”这句话付出
了多大代价。事发没几天，已有不
少“好奇”的网友要把当事女子口
中的爸爸“×××”拉出来“示众”
了。接下来究竟会出现怎样一种
局面，在祭出“我爸是×××”这
一经典句式之初，当事女子恐怕
并没有想清楚。当然，大家更愿意
看到，在这位女子的背后并没有
一个为她的愚蠢和骄横背书的

“我爸×××”。
更多的人为执法民警点赞。

面对“我爸是×××”的“警告”，
执法民警以一句简短有力的“爱

谁谁”，彰显了规范执法应有的
底气与正气。法律的权威性是法
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徒法不
足以自行。要想让法律“在任何
时候都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
权威”，规范执法必不可少。而在
很大程度上，执法规范与否，就
要看执法者能否排除干扰，真正
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规范执法的干扰项有不
少，权力是其中最常见的一项。
在某些时候，执法行为会因为
权力的拉扯而扭曲变形，丧失
应有的独立性、规范性；执法部
门会因为权力的挤压而自我矮
化。为此，执法者就必须高度警
惕，努力保持“爱谁谁”的执法

姿态——— 不管“我爸”是不是
“×××”，都能平等对待，严格
而公正地执法。

规范执法就该有股“爱谁
谁”的劲儿。不过，保持并用足用
好这股劲儿并不容易。对某个被
执法个体，像沈阳警察这样保持
执法规范性也许还不那么难以
做到，但当执法者像泉州民警那
样面对“精准抓记者”的任务时，
保持执法的规范性的难度就太
大了。这就需要一些部门对权力
多一分敬畏，对法律多一分敬
畏，不要让基层民警想说“爱谁
谁”却又张不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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