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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26.68%

2 住房城建 17.27%

3 医疗卫生 10.91%

4 市场监管 9.44%

5 交通运输 5.26%

6 治安管理 3.42%

7 城市管理 2.82%

8 科教文旅 2.22%

9 司 法 2.21%

10 民生服务 1.92%

一周热点排序

这些事解决了

这些事还没解决

美好生活热线·调查

探寻基层治理密码 47

篮球场地设备损坏 立即更换

市民来电反映：巴南区融乐园内篮球场地的设
备损坏，居民无法锻炼，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办事处回复：接到市民反
映问题后，公园管理所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对篮球
架设备进行维修更换，现已修复。

居民楼灭火器无法使用 核实更换

市民来电反映：江北区红土地老街39号居民
楼内灭火器设备无法使用，向物业工作人员反映
无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江北区五里店街道办事处回复：接到市民反
映问题后，立即前往现场核实处理，现已对每层楼
的过期灭火器进行了更换。

烧烤店直排油烟扰民 停止经营

市民来电反映：九龙坡区白马康居花园小区
附近有家烧烤店，经营时产生的大量直排油烟扰
民，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经核查，该经
营场所未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执法
人员已现场停止该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商户私占市政停车位 清障巡查

市民来电反映：万州区高笋塘街道静园路的市
政划线停车位附近，有商户私占停车位现象，影响
其他机动车辆正常停车，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万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城
管执法牌楼大队已对违规放置在停车位上的障碍
物进行了清除，现在该划线停车位已恢复正常使
用。大队后续将加强对该路段的巡查监管。

人行道广告牌悬在半空 排危换新

市民来电反映：江津区双福大道26号附近人
行道路灯上的广告牌因螺丝松动，悬挂在半空中，
有掉落的风险，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江津区双福街道回复：接诉后高度重视，经查
该处路灯上设置的广告牌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已安
排维修工作人员排危，换新广告牌，重新安装加固。

人行道路灯不亮 维修恢复

市民来电反映：秀山县金码头宏宇花园小区
附近人行道路灯不亮，市民夜间通行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秀山县路灯管理所回复：经核实事故原因是
交流接触器损坏所致，已及时安排工作人员进行
维修，现已修复，照明恢复正常。

绿化带内花坛瓷砖破损 勘查修复

市民来电反映：铜梁区巴川街道淮源社区白
龙大道137号附近绿化带内花坛的瓷砖破损，存在
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铜梁区市政设施管理所回复：经现场踏勘，确
认情况属实，工作人员立即对破损瓷砖进行了修
补，目前已修复，并向市民告知结果。

市民来电反映：在位于九龙坡区华凤大道的
康桥驾校报名学车，现在因驾校内部矛盾导致学
员无法练车，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反映：黔江区正阳火车站周边有很
多私家车停靠揽客，进行非法营运，阻碍了正常交
通，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反映：开州区 G5012 恩广高速出口
处，有人经常在此搭棚办理ETC，存在安全隐患，
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12345提供，截至5月8日止）

□本报记者 黄乔

“后坡小花园这几天要多清扫下，最近落
叶多。”“上次坝坝会说的清洁费公示，我觉得
还要再讨论下。”……5月5日，沙坪坝区双碑
街道自由村社区传来阵阵讨论声，好不热闹。

这是五一假期后，社区的“自治合伙人”正
在开院坝会，共同协商解决近期收集的各类社
情民意。

自由村社区本是大型国有企业原嘉陵集
团搬迁后留下的一个“三无”老旧社区。2021
年底，该社区发起成立了“友邻有约”居民自治
小组，社区党员带头，“热心肠”居民率先加
入。逐渐，社区的大小事情都实现了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居民们凝心聚力，幸福指数不断被“刷
新”。一年多来，越来越多的居民都成为了自
由村社区美好生活的“自治合伙人”。

失落
国企环保搬迁

老社区转型矛盾多

自由村社区原是嘉陵集团单位型社区，也
是开放式老旧小区，百分之九十以上居民楼都
是原嘉陵厂职工家属楼。

“我们这里呀，虽然房龄老，基础设施相对
落后，但是背靠央企，过得还不错。”黄祥林在
自由村社区住了30年，他回忆说，一直以来，
嘉陵厂都是大包大揽，楼道清洁有人扫，环卫
设施定期有维护，污水管网堵塞有专业疏通，
职工家属生活方便舒适还不花钱。

但是，这样的舒适日子，却随着嘉陵厂的
环保搬迁戛然而止，自由村社区面临从单位管
理向社区治理转型挑战。

“嘉陵厂的职工及家属，都习惯了以前大包
大揽的时代。”沙坪坝区双碑街道自由村社区党
委书记王明坦言，当“有人问、有人理、有人管”
的生活模式不再，各种居民生活难题就开始逐
步显露，各类纠纷不断发酵甚至激化——

“这个车位我先看到就应该我先停！”
“我们屋头厨房这个月都漏了两次水了，

啷个解决？”
“楼道内脏乱差，哪个来收拾？”
房顶渗水、私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清洁

无人打扫、空地变菜地，楼道贴满小广告、路灯
长期“罢工”、邻里间为抢车位而口角不断……
自由村社区4800余户居民为此叫苦不迭。

“以前提起嘉陵厂我们这片好牛哟，搬迁

后真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黄祥林
感叹说。

曾经引以为傲的风光不再，曾经的优越感
只留在记忆中，面对困境，不少人都选择“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自由村社区各楼栋一度成为

“失管地”。

破局
纷纷加入“合伙人”

居民小组激活“自治春水”

“听说我们这里要引进新物业？”
“怕不是来的关系户，乱收费那种吧？”
“这种的话，我们坚决不同意，更不得交钱！”
……
2021年初，自由村社区松江村136号的

居民得知该小区将引进新的物业公司，实行封
闭式小区管理的消息，都开始议论纷纷。

“讨论非常激烈，有反对的，有勉强同意
的，也有特别期待的。”王明说，有居民们还早
早的给小区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松江水岸”。

为此，自由村社区党委通过“线上+线下”
的方式，开展需求调查、院坝议事会，充分收集
居民意见建议。

“大多数居民认为，应该在居民当中选一
些代表，来与各家物业公司商谈小区服务内
容。”王明告诉记者，“在引进物业公司的过程
中，居民们有很高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

自由村社区党委立即抓住契机，顺应民
意，选举成立了以党员为组长的“友邻有约”居

民自治小组。
经过努力，自治小组对多家竞标物业公司

资质、收费、服务内容等进行评议，并经公示广
泛征求居民意见，反复与物业公司协商后，于
2022年10月，选出了新“管家”。

新的物业公司进驻后，在街道办事处的支
持下，通过居民自治小组的不断协调，松江水
岸小区顺利完成合围，私建“小菜园”变成了绿
化带，乱停乱放的车辆变得秩序井然，垃圾随
处堆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你们那个‘合伙人’，啷个参加呀，我想报
个名。”55岁的刘阿姨曾是反对物业公司进入
的一员，看到小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她主动提
出加入自治小组。

“加入自治小组，成为我们社区的‘合伙
人’！”也不知何时起，这个口号开始在居民之
间流传。

小组的“合伙人”多了，规章制度也逐步建
立起来。同时，通过“社区党委引导、自治小组
主导、居民积极参与”的老旧小区自治管理模
式，居民自治小组真正发挥起了宣传、动员、策
划、讨论、执行、决策等多方面作用。

蝶变
从“脏乱差”到人人夸
社区和谐居民得实惠

采访中，记者听居民们提得最多的就是
“张姐”。

原来，“张姐”是自由村社区典式楼小区

“友邻有约”居民自治小组组长张世萍。作为
土生土长的双碑人，张世萍对小区的情况了如
指掌，同时她热心小区事务，深得居民信任。

“收停车费我赞成，但是啷个收也？”
“我屋头3个车，能优惠几个车嘛？”
“这个路坑坑洼洼，是不是也要一起弄一

下哟！”
2021年底，围绕小区停车问题，居民在议

事亭吵得不可开交，既是组长又是小组“策划
员”的张世萍见状站了出来。

她立马找到小组其他成员分工协作，一面
逐户收集居民意见，一面到专业设备公司咨询
情况，经过前后半个多月的协商，大大小小十
余次院坝会后，拟定出2套停车清洁费收费方
案，由21名车主代表举手投票表决，最终选出
了典式楼小区的停车方案。

据了解，自由村社区典式楼小区成立居民
自治小组后，以“四员”（策划员、宣传员、调解
员、绿化员）为核心，建立了活动网络体系，并
制定“友邻约定”，通过走家入户、意见箱、电话
反馈、微信群等形式，从交通安全、环境卫生、
邻里矛盾等多方面积极帮助居民解决困难，促
进社区和谐发展。

“前几年我们小区那才是乱糟糟哦，你看
现在，进进出出都秩序井然，这都离不开‘四
员’的带头作用。”小区居民忍不住点赞。

不仅如此，小区还聘请专业人员，负责日
常保洁及安装智能道闸，在规范停车的同时保
障了群众的进出安全。去年，收取的物业费在
完成小区基础维护的同时，年底还用结余的资
金给每户业主分了红！

如今，走进典式楼小区，常常会看到居民
其乐融融聚在议事亭，喝茶休闲，畅谈未来的
景象。

从“脏乱差”到人人夸，自由村社区典式楼
小区的提档升级，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
得到实惠。

“社区引一引，小组带一带，群众动一动，很
多事儿就有解了。”自治小组“合伙人”何桂芳说，
现在，再有个啥子事情，大家都积极得多了！

“老旧小区居民的‘合伙人’自治意识正在
逐步提升，‘友邻有约’居民自治小组的复制模
板已初步形成。”王明表示，接下来，自由村社
区将持续完善基层治理模式，并将在辖区其他
老旧小区进行分片区推进。同时，还将更加主
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充分激发居
民自治活力，把服务做精、做细、做实，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米”，让治理更精细、更贴心、更
有温度。

双碑街道自由村社区：

居民成了“自治合伙人”
老旧小区幸福指数不断“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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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松

自己有没有病，病得有多重，医生说了算；
生病住院，不但不花钱，反倒还能挣钱；医保系
统里显示“病人”住院一个月，事后一查当事人
却在外地旅游……类似的乱象，在医保诈骗案
件中层出不穷。

医保诈骗违法犯罪究竟是什么？对国家
和人民群众带来了什么危害？公安机关在打
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近日重庆日报美好生
活热线记者采访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办案
民警，起底医保诈骗里的“弯弯绕绕”。

“相约”生病“相约”看病

市民刘丽（化名）与市民陈泉（化名）并不
认识，但是从2022年初开始，他们就总是“相
约”一起生病，“相约”一起看病。

让他们有这份“缘分”的，其实是位于沙坪
坝区联芳街道的一家医院。

2022年8月底，沙坪坝区公安分局接到
公安部、审计署下发的医保诈骗犯罪线索显
示，沙坪坝区某医院经常出现病人“相约”生病

“相约”看病“相约”住院又“相约”出院的现象，
极不正常，沙坪坝警方随即与市公安局刑侦总
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警方侦查发现，刘丽和陈泉原本患有慢性
支气管炎，正常情况他们只需要到医院开药就
能缓解病症，但是医院为了骗取医保金，通过
篡改他们的检验报告，伪造病情严重的假象，
通过为他们办理住院，虚开住院期间的药物使
用数量，从而达到骗取医保金的目的。

刘丽告诉记者，第一次到医院看病时，她
对自己的具体病情并不知晓，医生告诉她，病
情严重需要住院，不过医院会报销她所有住院
费用，她就欣然接受了医院的“安排”。

成为医院的常客后，刘丽还经常接到医院
送来的米、油等“慰问品”，甚至有时候住院还

会有现金“补贴”，此后也就接受了医院的各种
“安排”。“医生喊我什么时候去住院，我就什么
时候去。”刘丽说。

“病人住多久，医院全看他们住院费用是否
达到医保报销金额。”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刑侦支
队便衣大队探长王翔道出了刘丽住院的奥秘。

为了让刘丽的医疗记录看起来比较“正
常”，医院会有节奏的控制刘丽的住院时间，每
次住院，都只让刘丽“住满”1万元，刚好达到
报销标准，但是数额又不是很“显眼”。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掌握该团伙的犯罪
证据后，公安机关雷霆出击，抓获该医院相关
涉案人员18名。

据查，该医院从2020年至2022年9月，
通过虚开处方、虚假用药、伪造账目等手段骗
取国家医保金400多万元。目前该案已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名目”繁多 花样层出

虚开处方、虚假用药、伪造账目，仅仅是医
保诈骗的“冰山一角”。

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便衣侦查支队二大队
副大队长负责人赵勇军告诉记者，大大小小的
医保诈骗违法犯罪类型，有十多种，就个人而
言，主要有盗刷医保卡、倒卖特病药、谎报病种
骗取医保金等。

盗刷医保卡就是盗取他人的医保卡消费，
属于盗窃罪的一种。

而倒卖特病药，则主要是指有特殊疾病的
病人，通过自身特殊疾病的医保报销政策，从
医院低价拿药，再倒卖给他人的行为。

谎报病种骗取医保金，则主要是为了报
销。“例如女子去做流产手术，按理说不能进行
医保报销，该女子则通过医院将流产手术谎报
成可以医保报销的子宫肌瘤手术等，从而达到
医保报销的目的。”

而对医保金造成重大损失的，大多是医疗

机构参与的医保诈骗。
“这其中主要有五大类。”赵勇军介绍，

第一类就是“空挂”，意思就是病人根本没有
住院，但是把医保卡拿到医院去办理了住院
手续，假装在住院来骗取医保。“不过，近年
来随着医保部门不断加强监管，这类情况几
乎绝迹了，医保诈骗正向着更加隐蔽的方向
发展。”

第二类就是虚假诊疗，篡改病种，例如原
本病人做的流产手术，医院谎报成子宫内出血
手术等，从而骗取医保报销。

第三类就是降低住院指征。赵勇军说，例
如病人原本只是一个小感冒，吃药就能治愈，
而医院通过伪造检测数据、设备数据等，将感
冒病人“修改”成上呼吸道感染、慢性支气管炎
发作等更为严重的病症，从而达到住院标准，
通过办理住院骗取医保金。

第四类就是延长住院天数。例如原本病人
只住院1天，医保报销时医院按住院9天报销。

第五类就是虚增药物，例如多开药，少用
药，虚造药物使用记录等。

赵勇军回忆说，曾经他们办过一起案
件，一家药店联系了许多特病病人，通过虚
增药物的方式，在数年里“空刷”了上千万的
药物。

甚至有的医疗机构为了骗取医保金，还实
行会员制，病人每年到医院消费多少住院费，
非但不用给钱，还能成为医院会员，看其他非
医保报销疾病时还能享受“打折”优惠。

手段隐蔽 侦破困难

为什么近年来公安机关要重点打击医保
诈骗？参与办理多起医保诈骗案件的赵勇军
感触颇深。

医保诈骗类案件有一个区别于电信网络
诈骗违法犯罪的特点，那就是医保诈骗类案件
几乎没有报案人，其线索多半只能来源于医

保、卫健等相关部门。
没有人报案，那么是不是对老百姓的危害

就没这么大呢？其实不然。
“医保诈骗类案件，只要涉及医疗机构，涉

案金额就不会小，少则数百万，多则千万甚至
上亿。”赵勇军说，医保诈骗违法犯罪会造成巨
大的医保资金损失，长此以往，或许每位市民
都会受到影响。

赵勇军坦言，公安机关打击医保诈骗也面
临很多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专业性的问题。”赵勇军
说，例如病人一份检测报告中的白细胞数量，
多少是正常，多少是不正常，这些都是学习了
以后他才知道的。“这些数据很重要，决定这个
病人住院是否‘合理’。”

但是，在不同的病例中，重要数据的标准
都不一样，例如骨折可以通过X光片查看，但
慢性支气管炎，肺部的X光片就看不出来病
情是否严重，是否达到住院标准。如果不符合
住院标准，而医院通过作假等手段让这个病人
住了院，住院后产生的费用，才能被认定为医
保诈骗的涉案金额。“所以每办一起案子，我们
都要请教医生和医保部门专家，学习新的医学
知识，否则哪怕拿着一份病人的假报告，都看
不出端倪。”赵勇军说。

此外，案件侦办中询问病人，也让赵勇军
很犯难。

“例如我们查到这几年某家医院虚增了5
万瓶药，就需要落实这些药算到了哪些病人
头上，我们需要去询问病人，他住院期间的用
药情况。”可是如果时间稍微久点的，病人几
乎都很难记得当时的用药情况。“比如，3年
前你住院期间，用了几瓶青霉素，你会记得
吗？”

随着医保部门不断加强监管，扎紧制度的
“篱笆”，医保诈骗类违法犯罪也在逐年减少。
赵勇军说，接下来他们会加大和医保部门的合
作，进一步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

重庆警方如何守护老百姓的“看病钱”

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2023年医保领域打击欺诈骗保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开展医保领域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工作。

近两年，重庆公安机关就加强了对医保诈骗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至2022年底，全市公安机关共侦办医保诈骗146起，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544人，整治医疗机构21家，犯罪团伙37个，涉案金额2.3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