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银行为何屡屡“骗保”

———湖北部分农民“存单”变“保单”问题追踪

近日，鄂南山区崇阳县沙坪镇多位农
民向记者投诉，他们在当地储蓄所里的存
款，全部变成了多年期的保险存单，直到
取款时才发现，不仅自己理应得到的储蓄
回报大打折扣，而且取款也成了难题。

连日来， 新华社记者实地调查发现，

个别农民储户得到了退赔，还有很多农民
储户蒙在鼓里。上述银行和保险公司行为
引起了消费者维权人士的广泛关注。

存款要求定期，取款变成保单
接到投诉， 记者日前从武汉驱车

３

个
多小时来到崇阳县沙坪镇东关村，

５８

岁的
蔡美然已经等在路口，看到记者，她递来
一张“保险公司保全业务受理单”。

“我半年前在银行存了
４

万元，前段时
间取了

２．９８

万元， 手里就剩下这张借条
了。” 蔡美然说，“我想把剩下的钱全部取
出来， 但银行和保险公司硬是相互推诿，

先说取不出来，后说如果真想取，得先还
给保险公司

３．４

万多元。”

“我的钱在银行存了半年，不仅没有
利息， 而且还倒亏了

５０００

多元。” 蔡美元
说，“我以前认为钱存在银行里比较保险，

没想到这么不保险。”

原来，蔡美然存钱时，买的是一份保
险公司

６

年期的分红保险。一个多月后，因
儿子买房缺钱， 蔡美然去银行取钱时，银
行与保险公司收走了他的保单，并以此作
抵押，以

５．６％

的年息向她放贷
２．９８

万元。

无独有偶， 东关村二组村民何晨光
２０１０

年去银行存款时，也被柜台工作人员
说服买了一份

５

万元的保险， 说是收益比
存定期高，结果她今年去取款时，只获得
了
２１００

元的利息， 收益仅相当于年息
１％

左右。

在当地农村，被地方储蓄所将“存单”

变“保单”的不在少数。听说记者前来调查
这一问题，许多村民储户赶来，争相反映
这一类情况。

东关村二组村民黄金花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准备存一年定期， 到期后取钱买房，经
柜台人员推销， 稀里糊涂买了份

５

年期保
险。当天下午，黄金花又去了一趟储蓄所，

要“退保”。“结果柜面人员劝我不要退，说
是一年可以取，没关系。”

另一位村民孙金霞说，她的存款也变
成了保险产品。“在附近， 随便问一下，都
能找到和我一样上当受骗的人。”她说。

银行保险联手，坑害个体农民
据了解，有不少保险公司通过乡镇储

蓄所销售保险产品。

某保险分公司负责银保业务的朱经
理介绍，仅他们一家通过银行渠道销售的
保险有

２２００

万元，而公司整个营业额不到
３０００

万元。

本来从事存贷业务的银行为何大量
销售保险单据？业内人士分析，在银保合
作中，银行除获得保险公司的佣金，还可
以低价吸收到长期存款，有人在正常佣金

外还有灰色收入。

他说：“当然银行、保险‘双赢’的背后
是普通消费者特别是农民的经济损失。”

据调查，在利益驱动下，银行柜面人
员将收益不高、流动性差的保险产品卖给
了并不需要这类产品的农民手中。一些农
民反映， 此类银行推销保险的“骗术”如
下：

一是刻意混淆存款与保险的差别。蔡
美然回忆当时买保险的经历：“我准备存

３

年定期，储蓄窗口的柜面人员说别存
３

年，

存长点，

６

年利息最高，我就同意了。办完
后，我一直以为自己存了

６

年定期。单据没
看，装在封套里，只看到封套上有‘保险’

几个字，以为保险、安全。”

记者在某保险分公司听到了保险公
司的回访电话，也从侧面印证了蔡美然的
说法。在录音中，蔡美然听到保险公司的
回访电话，第一反应问“什么保险，你打电
话给我干什么”？ 而当回访员在电话中问
蔡美然是否了解风险提示、 免责条款时，

蔡美然的回答是“我没看”。不过当蔡美然
承认是本人签字后，回访员即匆忙挂断电
话，保单生效。

二是宣称存款附带送保险。 孙金霞回
忆：“当时柜面人员不停推销保险，我说不买
保险，她说这个保险不是买的，是送的，我这
才签了约，以为储蓄所存钱还送保险。”

东关村村医张大梦回忆，

２０１１

年和弟
弟代父亲存

８．５

万元拆迁补偿款，柜面人员
说保险是存钱附带送的，利息有

５

厘，而且
还有保障。拿到保单，当时就问他们：“存

５

年定期，合同上怎么写的是
６

年，柜面人员
说
５

年也可以取。”

三是宣称保险收益比存款利息高。何
晨光说，因儿子

３

年后研究生毕业，我
２０１０

年去银行存款时，只存
３

年定期，银行工作
人员让我买

６

年期的保险， 并说保险肯定
收益高， 即使

３

年取时也比存定期高。“我
也不懂，就买了。”

在当地银行，一位工作人员与何晨光
商谈利息赔偿时承认， 当时确实这么说
了，本心是想帮农户理财，提高收益。现在
的收益之所以低于定期存款，一是她提前
取钱，相当于退保，有一定损失。二是这几
年经济形势不好，保险分红较低。不过她
还享受了这几年的“意外身故”

３

倍本金赔
偿的潜在收益。何晨光反问：“当初为何不
向我提示这些风险？”

违反储户意愿，是否构成欺诈？

近年来，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多
次发文规范银行代理保险销售行为，如规
定销售人员应当将保险责任、 责任免除、

退保费用、保单现金价值、缴费期限、犹豫
期等重要事项明确告知客户。“不得进行
误导销售或错误销售”、“不得将保险产品
与储蓄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混淆”。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上述监管部门
发布规定多而实地监管少，一些银行采取
不正当手段销售保险的行为屡屡发生。像
沙坪镇银行误导农民买保险的情况并非
个案，如今缺少金融知识的农村储户成了
重点欺骗的对象。

中国保监会的统计显示，

２０１３

年保监
会及各保监局接收各类涉及保险消费者
权益的有效投诉总量共

２１３６１

件， 同比增
长
３２.７８％

。

专家指出， 像沙坪镇储蓄所这样销售
保险产品，夸大收益，不提示风险或者有意
误导消费，已经涉嫌欺诈，属于违法行为。

（新华社武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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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商家“霸气”的霸王条款，消费者该如何维权？想打官
司维权，却没时间没条件，怎么办？买到假认证的食品，能否追
究认证机构的责任……

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
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都将于今年

３

月
１５

日
起施行。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程新文就这部法律和司
法解释施行过程中，如何维护消费者权益，回答了有关提问。

可请求法院认定“霸王条款”无效
【维权难点】在超市买了一盒打折鸡蛋，回家一看都变质

了，找他们理论，对方却指着墙上的告示说，我们已经说明了打
折商品不退不换。如何维权？

【消费者权利】新消法：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
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
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
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法官解答】实践中，消费者与食品药品的经营者相比，处
于弱势地位。如果遇到此类情况，消费者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认定该内容无效。商品打折
作为一种促销手段，不能以打折商品不退不换为条件损害消费
者权益，这是一种典型的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对消费者
不公平的告示，人民法院应依法支持消费者的请求。

网络交易平台视情承担先行赔付责任或连带责任
【维权难点】网购了一些食品，质量有问题，交涉过程中，网

上店铺没有了，难道就这么算了？

【消费者权利】新消法：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
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
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
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

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法官解答】区分不同情况，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应依法承
担不同的责任。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食品、药品生
产者、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时，网络交易平
台要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责任。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仅仅是提供给商家一个销售食品、药品的场所，直接
责任人应当是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责
任后可以向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追偿。

实践中，存在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明知食品、药品的生
产者、 销售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权益而放任自流的情形，

此种情况下构成共同侵权。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与食品、药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

食品药品纠纷：举证责任向有利于消费者倾斜
【维权难点】买了有问题的食品、药品，准备到法院打官司维权，可想到要举

证，没时间、没专业的鉴定设备，怎么办？

【消费者权利】食品药品司法解释：消费者举证证明所购买食品、药品的事实
以及所购食品、药品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主张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违
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消费者举证证明因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受到损
害，初步证明损害与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并请求食品、药品的生
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
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除外。

【法官解答】根据法律规定，食品药品纠纷案件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司法解
释对食品药品纠纷规定了举证责任转移，作出了向消费者倾斜的规定，即消费者
对食品、药品质量不合格或遭受损害进行初步举证，举证责任即转移给经营者。

因食品药品纠纷引起的诉讼有两种，一种是违约之诉，也就是合同之诉；另一种
是侵权之诉，也就是购买食用食品、使用药品后人身权益遭受损害引起的诉讼。消费
者在这两种诉讼中举证责任不一样。 在违约之诉中消费者仅对购买涉案商品的事实
以及涉案商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举证。而在侵权之诉中，消费者不仅要举证证明
购买了涉案商品，还要初步证明食用食品或使用药品的事实和受到损害的事实，并且
证明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而生产者、销售者要证明其所售食品合格，或者生产者、销
售者举证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才可以免责。

食品认证机构虚假认证欺诈消费者须担责
【维权难点】现在很多水果蔬菜都贴有绿色、有机等五花八门的认证标识，如

果买到假认证的食品，能否追究这些认证机构的责任？

【消费者权利】食品药品司法解释：食品认证机构故意出具虚假认证，造成消费者
损害，消费者请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食品认证机构因过失出具
不实认证，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官解答】这种情况可以向食品认证机构追责。目前市场上经过认证的食品
越来越多，经过认证的食品价格要远高于普通食品，但实际上有不少普通食品，甚
至不合格食品贴有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或者有机食品的认证标识，欺诈消费者。

司法解释规定了食品认证机构的责任，区分了食品认证机构认证食品与其实
际性质不符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如果食品认证机构故意出具虚假认证，造成消
费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其与食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
连带责任。如果因过失导致认证不实，则应当承担与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补充赔偿
责任。 （新华社北京电）

标准滞后、潜规则横行、垄断难除———

新消法执行要给力

随着“

３

·

１５

”的到来，消费维权的
话题愈加受到各方关注，与此同时，于
３

月
１５

日开始施行的新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也成为民众最大期待。

新消法加大了对消费者的保护力
度， 如消费者网购可

７

天内无理由退货，

禁止泄露消费者信息， 精神损害赔偿入
法等，被认为更加注重公平、规范、正义。

新消法颁布后，其作用不言而喻。

然而在执行环节，仍有现实差距。一些
老问题仍旧得不到解决。

流通标准的缺失和国家标准的滞
后，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消费过程的混
乱。 尤其是在电子消费行业等新兴领
域，一方面是新产品迅猛发展、新问题
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现行标准与规定
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致使企业和消
费者出现纠纷后，无法可依、互不让步。

“禁止自带酒水”“包间最低消
费”……餐饮娱乐行业的种种“行规”

长期横行，甚至连消费者都习以为常、

不以为怪。 尽管新消法规定最低消费
等将属违法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也明
确规定此类行为属于霸王条款， 但面
对商家因“优势地位” 而产生的“霸
气”，消费者在维权时却往往因程序繁

琐而“底气”不足。

在修改后的新消法中，最能体现加
大力度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容仍然聚
焦在网购、汽车、电脑、冰箱等竞争相对
充分的行业、领域，而在一些垄断行业、

领域面前，对消费者而言仍显“弱势”。

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电信、

水电、 银行等领域的商家凭借自身地
位表现出的“傲慢骄横”和一些霸王条
款已经备受诟病。而无论是银行等“大
商家”还是机顶盒、公交卡这样的“小
商品”，垄断和霸王条款至今仍然存在
于消费者的生活中，单靠新消法，只会
继续“禁而难止”。

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仅
仅只是保护消费者的一个环节， 不折
不扣地执行， 才能真正使消费者的正
当权益得到保障。 要靠执法的效力以
及对违法行为的惩治来实现对消费者
的保护， 因为只有严格的执法才能警
示各方：莫违法，违法必受罚，从而让
人们对法律心存敬畏、自觉守法。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法律的生命
在于执行，法律的灵魂在于执行。法律
实施是实现立法目的、 发挥法律作用
的前提。 立法部门和消费者都对新消
法寄予厚望，执行的效果如何？人们拭
目以待。

（新华社北京电）

□评 论

□

新华社记者白丽萍叶婧
潘林青

引领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专家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１６

日正式公布。这部全文
３

万多字，共
计

３０

多章的规划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
哪些重要影响？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产生
怎样的作用？这部规划有哪些亮点？记者
就此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顶层设计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这是一部指导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

路的纲领性文件，内容全面丰富，总结并
吸取了国内外城镇化工作的经验教训，指
导性强，意义深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说。

他说，为了避免走弯路，这份文件认
真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城镇化的经验教训，

包括：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
用地粗放低效； 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

“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等。

这份文件详细剖析了建设用地粗放低
效等问题：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分
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
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

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
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 加剧了土地粗放利
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
安全和生态安全， 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
务等财政金融风险；一些城市“城市病”问
题日益突出：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
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

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最大亮点
在徐洪才看来，这部规划最大的亮点是

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他说，这部规划提出保障随迁子女平
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
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
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一系
列举措，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并要求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
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

“文件围绕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着
墨很多，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有利
于解决城乡二元分割、‘土地城镇化’等一
系列问题。”他说。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斯蒂格利茨多次表示，美国的高科技
与中国的城镇化是拉动未来世界经济增
长的两大引擎。对此，徐洪才认为，中国的
城镇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
动力，对世界也是一大机遇。

徐洪才说，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为
５３．７％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３６％

左右，

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８０％

的平均水平，也低
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

６０％

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
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大、中小城市建设
将需要修建铁路、 公路等交通设施以及电

力、燃气、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这
意味着创造大量投资需求和就业机会。

他说，同时，亿万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
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
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
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这也会带来城市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
投资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量力而行扎实推进
规划提出了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

城镇化的要求和目标。例如：“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到

６０％

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达到

４５％

左右。”对此，徐洪才认为这体现
了中央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态度。

根据规划，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
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
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高校
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城镇间异地就业
人员和城区城郊农业人口，统筹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规划还明确“各类城镇要健全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制度，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发
展潜力，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城镇社会
保险参保年限等为基准条件，因地制宜制
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并向全
社会公布，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的预期和选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
表示， 新型城镇化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强调生态文明注重城镇化质量
徐洪才认为，规划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和城镇化质量，提高市民生活品质。

为确保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规划
突出城镇化要体现生态文明、绿色、低碳、

节约集约等要求，明确提出将“密度较高、

功能混用和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开发
模式成为主导”，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
控制在

１００

平方米以内， 建成区人口密度
逐步提高；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
经济生活的主流，节能节水产品、再生利
用产品和绿色建筑比例大幅提高；城市地
下管网覆盖率明显提高。

对此，中国社科院城市和环境研究所
所长潘家华建议，各地在建设低碳生态城
市时要避免“伪低碳”：一些城市为了提高
土地利用率，计划建超高层大楼，但把每
吨水从地面提升到几百米高的楼层，需要
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 这是虚假的集约、

低碳。真正的低碳城市应该是良好的环境
质量和生态、便捷舒适的交通系统、适合
居住的绿色建筑、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

为使城市生活和谐宜人，规划要求稳
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
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
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消费环境更加便
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空气质量逐步好
转，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１６

日电）

□

新华社记者江国成

沉 睡 的 救 命 钱

———医保基金过度结余引发关注

我国医疗服务人员和资金投入不足，

是导致人们看病难、 报销难的重要原因。

然而，广东省一项统计数字显示，该省医
保基金结余超

１２００

亿元，远远超过国家规
定的结余标准。

一方面是百姓看病难、报销难，另一
方面是医保资金过度结余， 也就是说百
姓自身筹集的“救命钱”，有相当一部分
不能够正常使用， 而是任其沉睡在银行
账户上。

代理百姓管钱，该花的不愿花？

在
２０１４

年广东省两会上， 这个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林应武透露，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 广东医保基金累计结余
１２３０

亿元， 其中广州市医保基金结余约

５６３

亿元。

广东省政协委员孙晗笑指出，对于医
保资金的结余，我国人社部指导意见的标
准是

６

至
９

个月的平均支付水平，超过
１５

个
月平均支付水平为结余过多。

据分析，医保资金结余过多，显然不
利于百姓看病报销。 百姓看病支出难，目
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个人账户金额少。对于大部分人
来说，门诊消费是主要的医疗支出，而划
入个人账户的资金有限，超出部分由患者
个人负责。广州市民张欣说，他的医保卡
个人账户每个月有

２００

块钱左右的收入。

“

２００

块钱买一瓶眼药水都不够，超出的钱
报销不了，只能自己掏腰包。”

二是综合报销比例低。医保报销起付
线高，支付限额低，百姓能享受的保障水
平较低。 一名罹患贲门癌的患者告诉记
者，“看病花了十几万元，综合报销比例仅
３０％

左右，大部分支出还是报销不了。”

三是结余资金比例高。 统计数据显
示，

２０１２

年， 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收入
７６５．６３

亿元， 支出
５５０．２４

亿元， 当期结余
２１５．３９

亿元，滚存结余
１１７０．３０

亿元。照此
计算，

２０１２

年的医保基金累计结余额达到
了约

２５

个月的平均支付水平，远远超过国
家规定的控制标准。

资金使用成谜，群众无法监督
专家认为，代人花钱需花得让人信任，

医保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中暴露的另一个突
出问题就是信息不公开，公众“看不清”资
金源流，就难以根本解决“不信任”的症结。

“村委会小到几百元的支出都上墙公开
了，一个市、省的医保资金动辄数千万甚至
数亿，更应该明明白白晒出明细账。”暨南大
学医学院卫生统计教研室副教授夏苏建认
为，“每年收多少、支多少，个人账户是多少，

统筹的是多少， 如何支出的等问题均应公
开，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公众就难以监督。”

从近年来查出的一些涉医保资金案
件来看，医保资金及其结余正成为部分人
觊觎的“肥肉”，非法攫取医保资金的各种
“花招”时常见诸报端。

———伪造材料，瞒天过海。广西柳州
警方日前破获一起涉及医疗保险基金的
诈骗案，柳州市西江医院和麒麟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部分工作人员，涉嫌采取伪造治
疗单等资料以及套收、多收等手段，骗取
国家医保基金

３５０

多万元。

———借钱生钱，趁机挪用。宁夏石嘴山市
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原主任徐福新等人挪
用医疗保险基金

３２３３

多万元，其中部分资金被
用于房地产公司、煤矿、夜总会等投资经营和

个人挥霍，多名涉案人员被判处无期徒刑。

———内外勾结，合谋私分。云南省六
库王和专科医院是一家没有医生、护士和
医疗设备的民营医院，其院长为申报州级
定点医疗机构找到了云南省怒江州医保
中心原主任木培龙。木培龙明知其达不到
要求，还是将此事提交局务会讨论并谎称
材料符合条件。这家医院成为定点后，

５

年
内就骗取了

１２６

万余元的医保统筹基金。

该花的钱必须花该透明的要透明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第十六次年会上，

专家指出，医保基金使用原则应该是当年
收支平衡，不应当有过多结余。如果结余
量较高，不仅不能使效率最大化，反而容
易被挪用，滋生风险。

也有专家建议，适当扩大医保基金划
付到个人账户中的比例，增加投保人对个
人账户资金的使用余地，让个人账户中的
资金不仅可以在门诊消费，也可以作为购
置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的支出。

夏苏建等专家指出， 医保基金的使用
应当建立起更严格的监督、审计机制，并定
期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各级地方政府应
当及时公布权威数据， 详细公布医保基金
的收支具体账目，公开透明便于群众监督。

（新华社广州
３

月
１６

日电）

□

新华社记者郑天虹叶前欧甸丘

□

新华社记者熊金超沈罛梁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