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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为什么要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
的行为？

答: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具有
“专款专用”的性质，将医保基金视作“唐僧肉”
而发生的欺诈骗取行为，最终损害的将是每个
参保人的切身利益。

近年来，欺诈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多发频
发，严重损害基金安全，损害广大参保人员切
身利益，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问题二：定点医疗机构的哪些欺诈骗保行
为可以举报呢？

答:1.虚构医药服务，伪造医疗文书和票
据，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2.为参保人员提供
虚假发票的；3.将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记
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4.为不属于医疗
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医疗保障待遇的；5.为非
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的；6.挂名住
院的；7.串换药品、耗材、物品、诊疗项目等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8.未按规定的医疗服
务价格乱收费、多收费的；9.定点医疗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其他欺诈骗保行为。

问题三：定点零售药店的哪些欺诈骗保行
为可以举报呢？

答:1.利用医疗保障身份凭证，为参保人员
套取现金或购买营养保健品、化妆品、生活用
品等非医疗物品的；

2.为参保人员串换药品、耗材、物品等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

3.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医保刷卡记账
服务的；

4.为参保人员虚开发票、提供虚假发票
的；

5.定点零售药店及其工作人员其他欺诈
骗保行为。

问题四：参保人员的哪些欺诈骗保行为可
以举报呢？

答:1.伪造医疗服务票据，骗取医疗保障基
金的；

2.将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转借他人就医
或持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的；

3.非法使用医疗保障身份凭证套取药品
耗材等，倒买倒卖非法牟利的；

4.参保人员其他欺诈骗保行为。
问题五：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的哪

些欺诈骗保行为可以举报呢？
答:1.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

医疗保障待遇手续的；
2.违反规定支付医疗保障费用的；
3.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其他欺诈骗保行为。
问题六：有哪些举报形式呢？
答:两种举报形式任选其一。
1.实名举报，是指提供真实身份证明以及

真实有效联系方式的检举、揭发行为。
2.匿名举报，是指不提供真实身份的实名

举报行为，如举报人希望获得举报奖励，可以
提供其他能够辨别其身份的信息及有效联系
方式，医疗保障部门确认身份后，可兑现举报
奖励。

问题七：举报线索提供多久后能有反馈和
办理？

答:医疗保障部门对符合受理范围的举报
案件，应在接到举报后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是
否立案调查的意见。

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实名举报案件，应自
接到举报后 15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不予受
理的意见，并说明原因。

问题八：如何才能得到举报奖励呢？
答:举报人举报事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的，给予奖励:
1.有明确的举报对象、具体的举报事实；
2.举报内容事先未被医疗保障部门掌握；
3.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
4.举报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有效身份

证明。
问题九：举报奖励资金有多少呢？
答:最高不超过 10万元。奖励的标准分为

三个等级:一级奖励标准是举报事项查实金额
的 5%，按比例计算奖励金额不足 500元的，按
500元奖励；二级奖励标准是举报事项查实金
额的 3%，按比例计算奖励金额不足 300元的，
按 300元奖励；三级奖励标准是举报事项查实
金额的 1%，按比例计算奖励金额不足 200 元
的，按 200 元奖励。同时规定，举报人为定点

医药机构内部人员或者原从业人员，奖励金额
在上述奖励标准至最高奖励限额以内再增加
2%。举报奖励资金原则上采用非现金方式支
付。

问题十：举报方式有哪些呢？
答:1.微信

扫二维码进入国家医保局或山西省医保
局微信公众号“微官网”菜单下的“打击骗保”
栏目进行举报。

2.电话
拨打国家医保局或山西省医保局打击欺

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行动举报投诉电话或各
市举报投诉电话。

3.信函
将举报信及相关书面资料邮寄至国家医疗

保障局、山西省医疗保障局或各市医疗保障局。
省内举报投诉电话：
省直 0351-6863283
太原 0351-2366784
大同 0352-5375602
临汾 0357-7186810
长治 0355-2031531
晋城 0356-2199421
晋中 0354-3075516
阳泉 0353-2296736
运城 0359-2626005
忻州 0350-3333631
朔州 0349-2155638
吕梁 0358-8235226
国家医疗保障局专项行动举报投诉电话：

010-89061396 010-89061397
（武佳 实习生 张旭雯）

《山西省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印发

诈骗医疗保障基金 举报者最高奖励 10万
7 月 11 日，山西晚

报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
到，为进一步保障医保
基金安全，山西省医保
局、省财政厅印发《山西省欺诈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建
立欺诈骗保举报奖励制度。对符
合条件的举报人予以奖励，最高奖
励 10万元，鼓励社会各界举报欺诈
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

《暂行办法》明确了举报受理
范围，主要包括涉及定点医疗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定点零售药店及其
工作人员、参保人员以及医疗保障
经办机构工作的欺诈骗保行为，并
对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
规定，要求不得泄露举报人相关信
息 ，举 报 人 故 意 捏 造 事 实 诬 告 他
人，或弄虚作假骗取奖励，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

下一步，省医保局将广泛发动
群众参与监督，会同省财政厅、省
卫健委、省公安厅、省药监局等部
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适时通过媒
体公布欺诈骗保典型案例，全力斩
断伸向基金的“黑手”，确保基金安
全，守护好老百姓的治病钱、救命
钱、健康钱。

三种举报方式保护老百姓“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救命钱”

@山西人 你知道吗？这些癌症是可以免费筛查的！

相 关

现实生活中，每每听到“癌症”两个字，几乎每个当事人及家属都会立马“色变”，因
为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癌症几乎和死亡画着等号。然而，你知道吗？有研究数据显
示，1/3癌症是可以预防的；1/3癌症如能及早诊断、治疗，则可能治愈；合理而有效的治
疗可使剩余 1/3癌症病人的生存质量得到改善，生存时间得到延长。

或许大家还不知道，为从根本上降低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我省作为国家试点，从
2006年开始，就陆续开展了农村癌症早诊早治、肿瘤随访登记、城市癌症早诊早治，以
及农村“两癌”筛查等项目，而且只要符合筛查条件，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作为承担全省多项“癌症”筛查项
目的省级三甲医院，山西晚报记者从省
肿瘤医院了解到，近年来全省癌症发病
率呈现增长趋势。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我省恶性肿瘤发病率为 219.57/10万，其
中，男性常见恶性肿瘤发病以胃癌、肺
癌、食管癌、肝癌、结直肠癌为主，胃癌、
肺癌、食管癌占男性全部恶性肿瘤发病
的 62.89%；女性常见恶性肿瘤发病以乳
腺癌、子宫颈癌、肺癌、食管癌、胃癌为
主 ，占 女 性 全 部 恶 性 肿 瘤 发 病 的
59.19% 。 我 省 恶 性 肿 瘤 死 亡 率 为
144.62/10万，男性常见恶性肿瘤死亡以
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结直肠癌为
主，女性常见恶性肿瘤死亡以肺癌、胃
癌、肝癌、食管癌、子宫颈癌为主。与全
国比较，我省上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发病
水平远高于全国，而且女性子宫颈癌的
发病率亦高于全国水平。

我省恶性肿瘤发病率
为 219.57/10万

事实上，我省的防癌工作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省肿瘤
医院流行病室主任张永贞介绍，早在 2006 年，我省就作为全
国试点，在上消化道癌（食管癌、胃癌）多发的阳城县开展了农
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如今，项目点也从最初的 1个扩展到 27
个，2011年还又在农村地区增加了大肠癌早诊早治项目。这
两个项目针对的重点人群是 40—69 岁的高危人群，截至目
前，累计为 12.78万上消化道癌高危人群进行了免费筛查，共
发现病例数 2094例，检出率 1.71%。其中，早期病例 1470例，
早诊率 70.20%，治疗 1706例，治疗率 81.47%。在大肠癌早诊
早治项目方面，截至 2018 年，已初筛约 14.2 万人，肠镜检查
6908例，检出率 3.4%，早诊率 86.38%，治疗率 85.53%。

2014年开始，我省又在太原市、晋城市、阳泉市开展了城
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主要对 40—74岁居住 3年以上常住人
口开展肺癌、乳腺癌、上消化道癌、大肠癌、肝癌早诊早治工
作，截至 2018年，3个项目点已完成 16.1万例城市癌症高危人
群筛查工作，早期癌及癌前病变的初筛率为 7.19%。

与此同时，省肿瘤医院还承担了农村“两癌”检查项目的
技术指导、培训工作。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为 35
岁—64岁农村妇女免费筛查乳腺癌 100多万人。

三个城市开展癌症
早诊早治项目

在对癌症高危人群筛查的过程中，
虽然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但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因
为很多癌症在初期是没有明显症状的，
大家就会想：“我都没症状，为何要做
检查呢？”也有人认为：“万一查出癌症
了，那得花多少钱呀。”“这也是为啥很
多癌症病人一经发现就已经是晚期的一
个很重要的因素。”张永贞分析认为。

采访中，山西晚报记者了解到，在
做免费筛查前，需先填一张调查问卷，
判断其是否是癌症高危人群。很多人害
怕成为高危人群而顾虑不已。对此，张
永贞强调，问卷只是一张简单的调查
表，查出高危人群并不意味着患癌症。
老百姓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健康体检就
可 以 ， 没 必 要 恐 慌 。 从 另 一 方 面 讲 ，
90%的癌症，只要早期发现就可以延长
生存期。

“即便是没享受到惠民政策，日常
生活中，在特定年龄段的人，如果有条
件的话，也应该定期去医院做体检排查
癌症风险。”张永贞补充说，目前，业
内主张从三道防线上防止癌症从一个环
节发展到下一个更严重的环节，通俗
讲，就是癌症的三级预防。其中，一级
预防，主要是指病因学预防，建议大家

从生活习惯入手，戒烟限酒、合理饮
食、适当运动、保持体重、控制好情
绪，通过一级预防可以减少癌症在人群
中发生，在“我”身上不发病，或推迟
10—20 年发生。二级预防即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这能使病人得到
最佳的治疗效果。人人对癌症有警惕性
及相应的知识，定期体检，发现症状立
刻就诊；有针对性地进行一系列检查做
到早期诊断；按照规范化、个体化、科
学 化 的 治 疗 ， 千 万 不 要 “ 有 病 乱 投
医”。三级预防则是针对已经被确诊的
病人，为他们争取最佳疗效，避免复
发，加速康复。对晚期难以治愈的病人
应努力减轻其痛苦，改善生活质量，延
长其寿命。 （薛琳）

预防癌症从改变
生活习惯做起

本版稿件均据《山西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