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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微腐败”不容小视

集思录

健康扶贫不是“包”治百病

画里有话 图/张建辉 文/张玉胜

微信朋友圈“骂人”被罚是一堂普法课

文体

微 评

织牢暑期安全的防护网

期待更多电子证照
在更多地方“落户”

健身同行 健康相伴
——写在我国第11个“全民健身日”

□周丹平

医保卡明明在手，钱却不明所以地被
盗刷。记者近期在浙江、黑龙江、辽宁、山
西等省份采访时发现，红包回扣、骗保套
保、利用职务之便“损公肥私”、医疗机构
违规收费等医疗领域“微腐败”行为时有
发生，各地纪检监察、卫生部门持续予以
打击。（据《经济参考报》8月5日报道）

这些医疗“微腐败”案件，每个涉
及的金额看起来都不大，通常不过几百
元或几千元钱，但由此造成的社会危害
并不小。调查发现，医疗“微腐败”存
在于诸多领域，涉及方方面面。比如，
有乡镇卫生院开展“老年人体检工作”，
实际上这些人常年外出务工，让卫生院
吃了“空饷”。比如，当前正在开展的健

康扶贫本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但在
一些地方，政府、民政、医保、商业保险等
多头报销下来，有的贫困户甚至靠多住院

“也有钱赚”，以致出现“小毛病大治，简
单病久治”，加剧了医疗资源浪费。比如，
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按病种打包收
费”时，往往是“超出的不给补、结余的
不归医院”，导致一些医疗机构巧立名目，
将一项检查分解成多个部分⋯⋯不算不
知道，一算吓一跳——这样的一处处“微
腐败”如同一个个“渗漏点”，导致国家财
政资金多点渗漏，就算每一次“跑冒滴
漏”的钱数不多，但累积起来数量就十
分可观。

作为群众身边的腐败，医疗“微腐败”
直接影响群众观感，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和
获得感，也影响了一些医疗单位的形象，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医患矛盾，影响了医
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现实中，一些地方的相关整治行动之
所以成效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
对医疗“微腐败”的正确认识，更缺乏强有
力的震慑机制和威慑手段，使得医疗“微
腐败”毫无顾忌地滋生蔓延。对于医疗

“微腐败”，决不能因其“小”而忽视其社会
危害性，更不能因其尚未集中爆发而掉以
轻心。越是这个时候，越应提高警惕，充
分认识其危害性，越应以更大的力度依法
将其清除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避免
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医疗事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健
康中国战略。面对久治不愈的医疗领域

“微腐败”现象，需要主动作为，需要猛药
去疴。要留意政策叠加效应，避免出现

“资源浪费”。涉及多部门的政策要考量
其综合效应，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精准监
督，既充分惠及百姓，又不致形成资金空
转。要进一步公开医疗服务信息，优化医
疗服务流程，加速医疗资源和诊疗流程透
明化公开化，以增强群众就医公平感。要
加大监管力度，清除监管盲区，合理体现
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压缩腐败空间。更要
在此基础上，堵住问题产生的制度漏洞，
建 立 治 理“ 微 腐
败”长效机制。如
此，就能逐步清除

“微腐败”的侵蚀，
还 医 疗 领 域 一 片
净土，让人民群众
有 更 多 的 获 得 感
和幸福感。

□袁 浩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当前暑假过半，未成年人意
外伤害事件仍时有发生，孩子假期安全问题正成为一场

“大考”。（据新华网8月6日报道）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熊孩子’放暑假。”暑期学

生安全事件频发，既暴露出未成年人安全观念的淡薄和
安全常识的缺乏，也折射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
治理等方面的漏洞。学生放假，安全不能放假。切实织
牢暑期安全的防护网，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联
动、共同努力。

于学校而言，要注重“育”。学校应切实担负起安
全教育职责，改变填鸭式灌输的安全教育陈旧模式，对
假期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普
及，必要时可进行相应的模拟演练。于家庭而言，要注
重“防”。家长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加强对孩子活
动的管控，提醒和教育孩子远离威胁人身安全的活动和
地域。于社会而言，要注重“管”。有关部门要把未成
年人暑期安全纳入监管范围，对未成年人暑期可能经常
出入的公共场所加强安全监管，对一些临近城区又缺乏
安全设施的天然游泳场、野外建筑工地等要临时抽调人
员，进行安全巡查，堵塞漏洞，消除隐患。

只有家庭、学校和社会都真正担负起各自应尽的责
任，才能齐心协力织密、织牢暑期安全的防护网，让孩
子们度过一个愉快、安全的暑假。

□许君强

日前，浙江、江苏、江西、福建、重庆五省市先后宣布，
可在支付宝领取电子结婚证。电子结婚证和实体结婚证
相对应，已登记领证的市民可在线刷脸领取，并在购房贷
款、财产公证等业务中使用。（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

电子结婚证的应用，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又一
进步和成果。近年来，各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
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积极推动电子证照、电子公
文、电子签章等在政务服务中的应用。目前，全国已经有
超200个城市支持90多种电子证照，包括电子社保卡、电
子身份证、电子驾驶证、电子行驶证、电子学生卡等类型，
覆盖了群众购票出行、酒店住宿、网吧登记、看病购药等
领域的需求。

电子证照的逐步推广和应用，简化了群众办事环节，
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创业，提高了政府服务效率和行
政效能。期待包括电子结婚证在内的更多电子证照能在
更多的地方“落户”，让“互联网+政务服务”不断释放出
惠民利民的新红利。

目前，微信朋友圈已成为人们分享生活点滴、心情随想的一个重要平台。然而，
由于其公开性，发在微信朋友圈的内容稍不注意便有可能侵权。日前，重庆市合川区
人民法院就判决了这样一起案子：皮某因擅自在微信平台上公开发布柳某照片，并配
上关于柳某隐私及带有侮辱性的文字，导致柳某名誉受到损害，被判决于3日内赔偿
柳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同时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表道歉声明。（据《北京青年报》
8月5日报道）

微信朋友圈不是法外之地。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对法律的维
护，是对人们的警示，也是一堂现实普法课。

本报讯（记者龚正龙、刘萍 见习
记者崔丛丛）8月6日，备受期盼的“和
合共生——临漳邺城佛造像展”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展。该展览由中
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主办，
是继“江口沉银”“礼出东方”“汉世雄
风”等展览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再次
携手地方文博单位共同举办的考古发
掘展览，也是2012年邺城北吴庄佛造
像埋藏坑发掘、修复成果的首次系统
性展示。

东魏天平四年的法敬造菩萨像、
北齐坐佛七尊像、北齐思惟五尊像、北
齐菩萨坐像⋯⋯记者从展览主办方获
悉，本次展览以“和合共生”为主题，共
展出各类文物 171 件（套），其中包括
北魏至唐代的 131 件造型精美、技艺
精湛的佛教造像精品。主要通过“玉
石梵像”“邺都样式”和“佛韵至美”三
个单元，分别从造像的本体解读、风格
演变及艺术特色三个视角引领观众欣
赏展品、了解邺城出土佛造像的地域
特色。主办方介绍，这些佛教造像面
容、仪态、服饰等均显示出强烈的中国
文化元素特征，是中国古代美学精神
的精彩呈现。特别是独具特色的“龙
树背屏”造像样式，利用当地色白而润
的特有石材，采用中国传统透雕技艺，
赋予佛造像独特鲜活的生命力，展现
出全新的风采。这些佛造像不仅在艺
术上堪称精品，更是佛教中国化历程
的代表和缩影。

邺城，位于临漳县，旧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
称。2012年，考古工作者抢救发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
现的规模最大的佛教造像埋葬坑——邺城遗址东郊北吴
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各类佛造像 2895 件（块），揭开
了别具特色、独树一帜的邺城佛造像艺术的面纱。这批
佛造像多为汉白玉材质，保留有贴金、彩绘，时代跨越北
魏、东魏、北齐和唐代。专家介绍，这批佛造像为研究北
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
可靠的标本。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6日。

精彩呈现中国古代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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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梦宇

部分贫困地区“超能力”出台保障政
策，医保基金面临“穿底”风险；一些贫困
户“ 赖 床 不 走 ”，甚 至 争 先 恐 后 当“ 患
者”⋯⋯记者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多个
贫困地区走访了解到，一些贫困地区小
病大治普遍存在、“伪患者”浪费医疗资
源情况屡见不鲜。（据半月谈网 8 月 6 日
报道）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兜底工作，是推
进并落实健康扶贫工程的重要内容，是
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然而，旨在
帮助贫困户避免和摆脱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困境的健康扶贫政策，在一些地方
竟然“催生”出“小病大治”“赖床不走”

“争当‘患者’”等怪象，不得不让人感到
诧异、遗憾。

这些把医院当“家”、赖着不走、没病
装病的“伪患者”到底是如何出现的？究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一
些贫困户主观上把健康扶贫政策完全当
作了“唐僧肉”，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吃
多久就吃多久，甚至片面认为这是应有
的“福利”，不要白不要，不吃白不吃。其

二，一些贫困地区的兜底政策“关怀过
度”：调查发现，现实中一些贫困县的贫
困户医保报销比例非常高，有的超过
90%，有的县甚至提出“贫困户在县城内
住院治疗零支付”，客观上导致小病大
治、赖床不走。此外，部分民营医院为套
取医保基金，故意诱导一些贫困户小病
大治，也催生了一批“伪患者”和赖床不
走的“钉子户”。

健康扶贫不是“包”治百病。那种
“不分大小病”、简单“胡子眉毛一把抓”
的过度医疗保障“土政策”，明显违背“精
准扶贫”的理念和要求。健康扶贫中“伪
患者”的出现，不仅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医
疗资源，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也让健
康扶贫的整体效果打了折扣。对这种现
象和倾向，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
加以纠正。

一方面，应尽快研究出台符合实际、
可持续的健康扶贫长效保障机制，细化
大病病种等相关标准，避免大病兜底的

“好经”被念歪。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
加大对基层过度诊疗以及欺诈骗保行为
的打击力度，让一些贫困户不愿当“伪患
者”、不敢当“伪患者”、不能当“伪患者”。

□记者 叶娟娟

石家庄市举行第九套广播体操、太极
拳、健步走展演和第十二届社区运动会

“庄里王者”乒乓球、羽毛球争霸赛，唐山
市路北区举行“健康中国 你我同行”广
场舞大赛，承德市滦平县举行足球业余联
赛⋯⋯今年 8 月 8 日是我国第 11 个“全民
健身日”，活动主题是“健康中国 你我同
行”。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
动，引导和推动群众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
动，助力健康河北、健康中国。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体育强省和
冰雪运动强省。伴随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举措，我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不断
增加，国民体质达标率不断提高。

建设更多群众便捷健身的场地设施

8 月 5 日 19 时，石家庄市体育公园内
人流如织，跳广场舞、健步走、玩健身器材
的，打乒乓球、羽毛球的，踢足球的⋯⋯

“以前我只能周末开车去离家十几公
里的一个篮球场打球。自从家门口有了
体育公园，走十来分钟就到，每天下班
后，只要有时间，我就和朋友约着到公
园打场篮球。”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省
会市民王晓虎说，这里还有许多其他健
身项目可供选择。

2016 年开放的石家庄市体育公园一
期工程占地 17.6 万平方米，大约占地面积
19.4 万平方米的二期工程已纳入规划。截
至目前，我省各地已陆续新建改建了 200
多个体育公园。

为切实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的问题，
我省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多渠道增加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先后启动石家庄
市、张家口市崇礼区、固安县和邯郸市、衡
水市桃城区、辛集市两批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试点，持续推进张家口

“冬奥惠民”工程，并积极开展体育生活化
街道（乡镇）、体育生活化社区（行政村）创
建工作。

去年，我省建成 125 个城市社区体育
示范工程，2200 个行政村农民健身工程。
城市社区体育设施覆盖率增长 3%，达到
89.63%。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
增长 4.6%，达到 75.83%。今年，城乡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被列为全省 20 项民心工程

之一，扎实推进。
在城市，体育公园、健身步道、自

行车骑行道以及群众身边的健身路径、
智能化健身设施等越来越多。在农村，
无论美丽乡村还是深度贫困县、易地扶
贫搬迁集中安置区，体育健身设施都正
在成为靓丽风景。

我省支持各市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
建设冰雪场馆，目前已建成滑雪场馆 37
家，居全国第三位；扶持新建滑冰馆项目2
个，已建成滑冰场馆40多家。

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大型体育场馆免
费或低收费开放，大力推进学校体育场馆
设施对社会开放。黄骅市把原来封闭的、
通过改造后能共享的城区学校老体育场
重新调整规划，破墙拆栏并进行标准化升
级改造，形成了 10 个“共享体育场”，惠及
师生和周边群众近7万人。

打造更多群众乐于参与的特色赛事

炎炎夏日，在石家庄西部长青室内滑
雪馆，在沧州气膜滑冰馆、在欧悦真冰场
邯郸美乐城店，一些群众畅享着夏日滑雪
滑冰的乐趣。

为推广普及冰雪运动，近年来，我省
出台一系列意见、措施，统筹推进冰雪运
动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
村、进家庭，不断点燃群众参与冰雪运动

的激情。2018-2019 雪季，我省参与冰雪
运动人次首次突破 1000 万，比上个雪季
增长30%多。

从“猫冬”到冬季走出家门滑冰滑雪，
从“一季冰雪”到“四季冰雪”，冰雪运动的
推广普及进一步丰富了群众运动健身的
供给，给了全民健身更多选择。如今，不论
冬季还是夏季，不论健步走、广播体操、太
极拳还是瑜伽、曳步舞，健身项目种类繁
多，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尝试。

随着全民健身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群
众参加赛事活动展示自我的意愿也越来
越强烈，我省积极组织开展群众喜爱的健
身赛事活动。开展大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以及冰雪赛事活动项次，县（市、区）打造
特色品牌活动数量，均列入今年城乡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工程的主要目标任务。

展翅高飞、双龙出海、单手回旋⋯⋯
日前，在 2019 中国·保定第十届国际空竹
文化艺术节上的精彩表演，让来自五湖四
海的“竹友”大呼过瘾。本届艺术节共吸引
了来自美国、法国、荷兰等7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国内30个省（市、自治区）的390多支
代表队、4700多名空竹运动爱好者参加。

去年，我省举行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和
活动150余项次；今年截至7月中旬，全省
已组织开展大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90 项
次。元旦长跑、重阳登高，群众性足球、篮
球以及羽毛球、乒乓球等比赛，龙舟比赛、

帆船比赛乃至跳伞比赛、象棋比赛、国际
象棋比赛⋯⋯赛事活动不断增多，种类日
益丰富。

我 省 大 力 打 造 赛 事 活 动 品 牌 。自
2016-2017 雪季以来，连续组织开展的

“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雪季系列活动，影
响越来越广泛。与此同时，加大体育赛事

“一市一品”“一县一品”建设力度，支持一
批地方特色品牌做大做强。“大好河山·激
情张家口”冰雪季系列活动、北戴河国际
轮滑节、中国沧州国际武术节、邢台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衡水国际马拉松赛⋯⋯有
特色、有影响的赛事活动越来越多。

为群众科学健身提供更多有效指导

“吃药时间长了，对身体副作用大。”
今年 52 岁的承德市民张耀恒这两年血压
升高。今年5月，听说承德德美健康管理中
心作为我省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之一，招
募90名高血压干预志愿者，立即报了名。

免费进行体检、体质监测后，健康管理
中心的营养专家为张耀恒制定个性化膳食
方案，将在一年的时间里全程跟踪管理并
及时解答问题。他还可在健康管理中心的
健身房进行至少每周两次的运动干预，每
次都有专业教练全程陪同指导。“这段时
间，感觉血压降了些，体质也有改善。”

我省是全国唯一的健身与健康融合
中心建设试点省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实
施意见》，省体育局与省卫生健康部门签
订了《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合作框架协议》。截至目前，我省已建成健
身与健康融合中心78家，为群众开展常态
化体质监测、开具“运动处方”。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近年
来，我省大力加强科学健身指导和健康教
育。截至目前，我省举办科学健身大讲堂
40多期，邀请国内体育、健康领域的专家，
围绕科学健身原理与方法、运动损伤与防
护、常见慢病的预防、心理健康等方面进
行专题授课。

我省推动单项体育协会延伸到群众
身边，让想健身的群众加入到体育组织
中。同时，加强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
理和培训。截至去年年底，我省共有各级
各类运动协会近 1700 个。目前，社会体育
指导员 9 万余人。其中，11 个设区市均已
成立了冰雪运动协会，冰雪社会体育指导
员达6300多人。

“和合共生——临漳邺城佛造像展”展出的弟子
立像。 新华社发

日前，2019 张家口全民迎冬奥第五届炫跑障碍赛在张家口经济开发区明湖景观
大道开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