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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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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5月11日对外发布《网
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自2024年9月
1日起施行。规定以促进平台经济发展为
目标，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平台经济领
域的不正当竞争问题，护航数字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

在坚持鼓励创新方面，规定保护企业
创新成果，着力促进互联网行业发挥最大
创新潜能。

在着力规范竞争方面，规定顺应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趋势、新要求，完
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及
规制要求；明确了仿冒混淆、虚假宣传等

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网络环境下的新
表现形式，列举了反向刷单、非法数据获
取等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设置兜底
条款，为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新行为提供监
管依据。

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规定回
应社会关切，对当前我国线上消费中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刷单炒信、好评返现、影响用
户选择等焦点问题进行规制，为解决线上
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萌发的新问题提供政策
支撑。

在强化平台责任方面，规定督促平台
对平台内竞争行为加强规范管理，同时对

滥用数据算法获取竞争优势等问题进行
规制。

此外，针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辐射
面广、跨平台、跨地域等特点，规定对监督
检查程序作出特别规定，创设专家观察员
制度，为解决重点问题提供智力支撑和技
术支持，并且明确了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
责任，强化监管效果。

据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将着力做好网
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和查处工作，切实
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各
类经营主体有序竞争、创新发展。

据新华社

反向刷单等网络行为属不正当竞争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将于9月施行

“普通人在医保报销目录内需要支付
医保起付线以下金额和超出报销封顶线的
金额；五保户实际住院时，个人负担的医疗
费用由医疗救助给予保障，住院前不掏押
金，出院结算不花一分钱。”某位基层医保
报销的执行人员说。

一些曾在残康中医医院“住院”的老人
表示，去医院就诊、住院有专车接送、免费
吃饭，自始至终没有个人花销，还能领取
米、面、油等礼物。

“不管是住一星期还是几天，我们都不
花钱。”冀村镇城子村 69岁老人赵维录
说。“去年住了3次，今年春天住了1次，计
划夏天再去住几天。”冀村镇唐兴庄村70
岁老人王和忠说。

业内人士表示，病人在没有住院的情
况下被登记了住院，俗称“挂空床”，即假住
院，属于医保骗保行为。

这些五保老人是如何被“锁定”的？
记者了解到，残康中医医院主要通过

各村的村干部、网格员和农村养老院院长
寻找五保老人，拉人头可以领取一定报
酬。“我们养老院里3个五保户都是接到院
长通知去的医院。”高清德说，院长让去就
去了。

赵维录告诉记者，村里以前是大队通
讯员联系五保户去医院，现在变成网格员
负责联络，“每次去他们也有钱拿”。

记者联系到该村一名网格员，对方承认
组织过本村20多位五保老人去医院检查治
疗，“医院的业务员找上我，我让他们去残康
中医医院住院，我说的话他们都相信”。

这名网格员对陌生人进村与五保户接
触的情况早已掌握，但否认自己从中牟利，
称没有拿过残康中医医院的“介绍费”。但
当记者以省城民营医院业务员身份询问是

否可以合作时，对方说“可以合作，给多少
钱你们看着办”。

一名医院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医院有
专人负责五保老人的搜寻和接洽工作，他
们会按每人600元的“人头费”标准，给各
村或各养老院的对接人支付报酬。

经公安部门初步核查，汾阳残康中医
医院以定期体检名义，上门接送当地农村
的特殊人群到该医院住院，住院期间提供
免费餐饮，有8人的调查笔录与医保系统
显示的住院情况不符。医院迫于压力开展
自查，于5月2日向医保监管部门上交违规
使用的医保金额197601元。

多位业界人士认为，国家医保局等部
门多次开展医保骗保问题专项整治，像残
康中医医院这种拉人头假看病、假住院等
骗保行为，组织化程度高，手段隐蔽，是医
保监管中的难题。 据新华社

拉农村五保老人假看病、假住院
山西一医院存在虚增项目、“挂空床”等行为，涉嫌套取医保基金

农村五保老人主要指年老体弱、无子女或子女无力赡养的农村老人。他们由国家托底保障住院就医。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在山西省汾阳市采访发现，当地残康中医医院以免费接送、免费检查、免费治疗等名义诱导一些无

病或轻症的农村五保老人住院治疗，过程中存在虚增项目、“挂空床”等行为，涉嫌套取医保基金。
目前，汾阳市公安局已立案调查此案，相关责任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车接车送、包吃包住、免费检查、免费
住院、免费治疗……”在汾阳市冀村镇等乡
镇，不少五保老人有过被拉到残康中医医
院住院的经历。

残康中医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成立
于2020年，现有医护人员28人，床位48
张。

根据线索，记者拿到了曾在该医院就
诊的42位五保老人名单。名单中五保老
人的最早住院时间是在2023年2月，住院
最多的老人从去年到现在住院4次。记者
选择其中十几名进行逐一走访。

近日，记者陪一名农村老人到该医院
就诊，全程只进行了把脉、量血压、听诊器
听心脏3项简单检查，问诊不足10分钟，医
生便给出“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接着，
老人被带入一间7人间病房输液，并服下
一袋药汤。

之后，在这名老人当日的“住院费用一
日清单”上，凭空出现了“心电图”“血液检
测”“尿液分析”等多个并没有进行检查的
检测项目，总计花费1313.86元。“实际检查
也就300块钱左右。”一位内部人士透露。

这间住院病房里还有其他几位老人正
在输液。尽管身体状况各不相同，但大家
的就诊流程几乎一样：被以“免费检查、免
费治疗”等名义诱导前来，专车接送，“简单

问了问就来输液了”。
一些五保老人反映，有几次接到要去

医院“住院”的通知，到达后却被告知不用
住了，当天去当天回，住院费用依然被记在
名下。

71岁的冀村镇城子村村民李虎老人今
年2月8日被邀请去医院检查，并被告知要
住院。然而，“抽了血、做了心电图，当天就
被送回村了。”他记得很清楚，那天同村共

有包括他和赵如高在内的6位五保老人被
接到残康中医医院，每人从医院领了一袋
10斤大米、一壶5斤麻油。

记者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查询发
现，李虎在2024年2月10日（正月初一）至
2月17日期间有住院治疗记录，医保报销
5456.72元。高清德名下住院时间为2023
年6月28日至7月5日，8天医保共计报销
4296.14元。

有近五分之一的6至17岁青少
年面临超重和肥胖；成年居民超重率
和肥胖率的比例约为2:1……5月10
日至11日，第十届中国肥胖预防控
制科学大会在京举行。大会公布数
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各年龄组超重
肥胖率均呈快速增长趋势。

“目前有约19%的6至17岁青少
年、约10.4%的6岁以下儿童超重和
肥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
心主任沈洪兵介绍，肥胖是糖尿病、
肿瘤、骨关节疾病等多种慢性病的重
要危险因素，与维持健康正常体重人
群相比，超重肥胖人群的心血管事件
发生风险升高122%。

“我国成年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
的比例约为 2：1，高于国际平均水
平。”大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
石表示，这一数据表明我国体重超重
人群比例偏高，给防治工作带来结构
性挑战。

肥胖防治也是一项全球性挑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2022年，全
球有约八分之一人口处在肥胖水平，
成人肥胖人数自1990年以来翻番。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
勒表示，肥胖不仅是健康问题，也是经
济问题，需要通过科学研究和政策调
整实现共同应对。 据新华社

我国近五分之一青少年
面临超重肥胖

人工智能系统是否会欺骗人类，
一直是各方都关心的问题。近期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研究团队称，部
分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学会如何欺骗
人类，其中包括部分号称已被训练成
乐于助人和诚实的系统。该研究成
果发表在美国细胞出版社旗下的《模
式》杂志上。

文章第一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博士后彼得·帕
克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一些文献，重
点关注了人工智能系统传播虚假信
息的方式——通过习得性欺骗，它们
系统地学会了“操纵”他人。

研究人员发现的最引人注目的
人工智能系统欺骗例子是元宇宙平
台公司的“西塞罗”人工智能系统，它
被设计在一个虚拟外交战略游戏中
作为人类玩家的对手。尽管元宇宙
平台公司声称，“西塞罗”人工智能系
统“在很大程度上是诚实和乐于助人
的”，并且在玩游戏时“从不故意背
刺”它的人类盟友，但该公司发表的
论文数据显示，该系统并没有公平地
玩游戏。

“我们发现元宇宙平台公司的人
工智能系统已经成为欺骗大师。”帕
克说，“虽然元宇宙平台公司成功训
练其人工智能系统在游戏中获胜
——‘西塞罗’人工智能系统在玩家
排行榜中排名前10%——但没能训
练它诚实地获胜。”

其他人工智能系统则具有在扑
克游戏中虚张声势的能力，或在战略
游戏“星际争霸2”中为了击败对手而
假装攻击的能力，以及为了在谈判游
戏中占上风而歪曲偏好的能力等。

研究人员表示，虽然人工智能系
统在游戏中作弊似乎是无害的，但它
可能会导致“欺骗性人工智能能力的
突破”，并在未来演变成更高级的人
工智能欺骗形式。 据新华社

部分人工智能系统
已擅长“说谎”

五保老人被拉去假看病、假住院

拉人头吃回扣 医保骗保成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