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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美容市场的蓬
勃发展，在利益驱动下，越来
越多人“入局”医疗美容特别
是“轻医美”行业，但其中不乏
无资质人员鱼龙混杂。

对于医疗美容行业的准
入管理，国家有明确规定。《医
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强调，
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
诊医师必须同时具备具有执

业医师资格、具有从事相关临
床学科工作经历等条件。《关
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行业
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
医疗美容服务属于医疗活动，
未依法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发放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或者“诊所备案凭证”，不
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无

资质人员在宾馆酒店或居民楼里
租间房子就开展医疗美容项目；
一些“黑诊所”与美发店、按摩店
串通，让后者给自己输送客户。

“近日医院接诊的一位患
者在‘私人诊所’打了好几针

‘医美针’，脸部出现严重过敏
反应，但患者甚至不清楚注射
的是什么，导致后续治疗困
难。”山东省省立医院烧伤整

形外科主任霍然说。
专家提示，求美需要“擦

亮眼睛”，以安全为基石，提前
充分了解医疗美容项目风险，
不要盲目听信营销噱头，客
观、理性选择。同时，要选择
正规机构，咨询正规医生，使
用正规产品，医疗机构及医卫
人员资质均可在国家卫健委
官方网站查询。 据新华社

旅游养老、养生养老可能是骗局
居心叵测者瞄上了老人的“钱袋子”

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国家财政和社会资本共同发力，社会化养老应运而生，行业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一些居心
叵测者，却将目光瞄上了人们养老的“钱袋子”。

“高额返息，到期退还本金”“办理会员卡，享受旅居养老服务”“一次付费，终身服务”……诸如此类的宣传，让很多老年
人为之心动。殊不知，这些宣传背后，竟藏着精心算计。

民政部发布因养老受骗案例

湖南一家养老公司宣称，
可办理“全国养老养生一卡通”
会员卡，凭卡打折享受公司在
多地的服务；若卡内资金不消
费，一年后还可返还利息。这
家公司在两年半时间内，为
160多名老年人办理了会员
卡，收取费用1200多万元。后
来人们才发现，这家公司根本
没有相关经营实体，老人所交
的钱款，都被胡乱挥霍掉了。

河南某养老服务公司在
全国多地设立集资点，以筹建

老年公寓、养老公司等名义，
大肆推销会员消费卡、预约股
权认购，向6000余人非法集
资5亿余元。后来资金链断
裂，至案发时仍有3.6亿元未
能兑付。

类似案例表明，不法分子
利用老年人希望享受低价格、
高质量养老服务的心理，打着
养老服务的幌子，以办卡、充
值、预定床位、提供最低生活
保证金等方式，诱骗老年人预
先充值、诓骗钱财。

掐住以养老行骗的“七寸”

养老领域的这些乱象，很
关键的一环是预收费。瞄准养
老乱象管住了钱，也就掐住了
以养老行骗的“七寸”。

民政部等七部门近期出台
的《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
监管的指导意见》，着眼于规范
养老机构的预收费行为，从源
头加强治理。

指导意见共四部分14项，
对养老服务领域中容易引发纠
纷的问题，对预收费作出细致
规定。主要看点有：

规定收取要求。意见对预
收费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将养
老服务费、押金和会员费全口

径纳入监管，并根据实际情况
实施差异化管理。提出养老服
务费预收的周期最长不得超过
12个月，对单个老年人收取的
押金最多不得超过该老年人月
床位费的12倍。

限定使用用途。意见明
确，押金除办理退费、支付突发
情况下老年人就医费用、抵扣
老年人拖欠的养老服务费或者
应当支付给养老机构的违约
金、赔偿金等情形外，不得支
出。明确预收费的限制性规
定，确保专款专用。

明确协议管理。聚焦容
易引发纠纷的问题，对签订协

议、告知风险、开具发票、退还
费用、解决争议等环节进行规
范，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的合
法权益。

在破解“退费难”方面，意
见提出，对符合服务协议约定
退费条件的预收费用，养老机
构应当按照约定及时退费，不
得拒绝、拖延。

养老产品“金融化”对老人
极具吸引力和欺骗性，部分职
能部门监管存在客观困难。意
见着眼于全过程监管，有助于
防患于未然。

让老年人颐养天年，是中
国人自古以来的梦想。

守望好养老的“钱袋子”，
老年朋友及家人也需擦亮双
眼，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警惕

“高额回报”“终身养老”等不实
宣传。购买服务后，要妥善保
管好发票或者其他消费凭证，
发生消费纠纷时依法依规主张
权利。

让老年人安享晚年，需要
全社会共同参与。开展知识普
及宣讲活动，用老年人听得到、
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和方式，
提高老年人群体防范风险的能
力，切实斩断伸向养老“钱袋
子”的黑手，更好保障老年人幸
福安康的晚年生活。据新华社

如何让“变美”更安全更安心？
肉毒素、玻尿酸、水光针……近年来，以注射美容和光电项目为主的“轻医美”“微整形”受到求美者追捧。国家

整形美容质控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接受注射美容治疗。
迅速增长的医疗美容市场背后，来路不明的产品、不正规的机构都是“变美”之路上的陷阱。如何让“变美”更

安全更安心？

“轻医美”不等于“零风险”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医
疗美容受到不少爱美人士的
关注，特别是非手术操作的

“轻医美”项目，更是格外受到
青睐。

腾讯营销洞察近日发布的
一份“轻医美”行业调研报告显
示，我国医疗美容市场正以每
年约15%的复合增长率持续增
长，其中“轻医美”占据“半壁江

山”，且呈现轻龄化、生活化、更
悦己、更开放等趋势。

但是，“轻医美”并非零风险。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多地

查处涉及“轻医美”的相关案
件：重庆市江北区警方破获一
起涉医疗美容行业生产、销售
假药案，查扣假冒伪劣肉毒素9
万余瓶、麻膏150余公斤，涉案
金额超2亿元；兰州市公安局

成功侦破妨害药品管理案，捣
毁家庭式医美“黑诊所”6处，查
处用于存放肉毒素仓库3处，
涉案价值1000余万元……

与此同时，一些求美者对
医疗美容的风险性也缺乏充
足认识。今年4月中旬，南昌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了一
名疑为肉毒素中毒的患者。
患者在一家美容机构注射肉

毒素后出现四肢瘫软、说话困
难、呼吸不畅等症状，一度住
进重症监护室。

专家表示，从根本上讲，
“轻医美”仍是医疗行为，存在
一定的医疗风险，如果患有一
些基础疾病，或是因为美容过
程中操作不当，都可能在术
中、术后引起并发症，严重时
甚至会危及生命。

“美丽项目”要把好资质关

5月21日12时15分，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十一号遥
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武汉一号卫星、
超低轨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
满成功。

这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天雁22
星、灵鹊三号01星。 据新华社

我国成功发射
超低轨技术试验卫星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
期，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招聘的幌子挖

“坑”设陷，诈骗钱财、盗用信息、诱导
犯罪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毕业
生就业权益。教育部5月21日提示
高校毕业生，严防非法职业中介陷
阱、严防招聘收费陷阱、严防招聘诈
骗陷阱、严防“猫腻”合同陷阱。

同时，教育部提示广大高校毕业
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走所谓的

“求职捷径”，警惕潜在的“高薪骗
局”；增强信息安全意识，通过正规途
径获取就业信息，多渠道甄别，不盲
目轻信；增强依法维权意识，主动了
解学习求职就业有关法律知识，学会
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据新华社

教育部提示

高校毕业生求职
严防四类陷阱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1日，
人工关节集采协议期满后接续采购
在天津开标。与首轮集采结果相比，
本次接续采购中选产品价格稳中有
降，平均下降6%左右。

此次接续采购共有6000多家医
院参加，填报需求量58万套，比首轮
集采略有增加，其中髋关节28.6万
套，膝关节29.4万套。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接续采购共有54家企业的167个
产品中选，其中既包括首轮集采中选
的主流内外资企业，也有部分新企
业，中选产品供应更加多元。中选产
品的价差平均从首轮集采的2.8倍缩
小至1.1倍，市场竞争更加公平，企业
供应更有保障。

2021年9月，人工关节高值医用
耗材首次纳入国家集采范围，我国人
工关节价格从国际较高水平降至国
际较低水平。中选结果执行2年来，
中选产品使用量超110万套，占所有
人工髋膝关节的使用量比例超过
90%。

据悉，接续采购中选结果将于今
年6月份在全国落地实施，与上一轮
集采平稳有序衔接。 据新华社

人工关节接续采购
中选产品价格稳中有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