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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 相继发生
的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一再
刺痛人们神经。

据不完全统计， 近两个月
来， 涉及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
事件就有六起。 越来越多的中
国企业和公民走向海外， 如何
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人
身安全？

安全事故频发
来自外交部的数据显示，

我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次连续
４

年以年均
１０００

万的数量增长，

目前已有
２

万多家中资企业分
布在近

２００

个国家和地区。

一边是中国公民“走出去”

步伐加快， 一边是安全事故相
继发生， 表明中国公民海外安
全保护与其人口流动规模不相
匹配。

在发生战争等特殊情况
下， 中国政府动用国家力量大
规模撤侨或接回相关人员的效
率可圈可点。但从整体看，中国
的领事保护能力还较为薄弱。

专家分析， 中国公民海外
安全事件分为三类： 一类是地
缘政治紧张，海上通道摩擦，越
来越多的中国远洋渔船分布在
海上， 增加了来自海盗和外国
极端势力威胁的风险系数；一
类是当地内斗及恐怖主义“殃
及池鱼”。例如，

５

月
２０

日，一名
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遭绑架，

塔利班组织要求置换被政府关
押的同伴； 还有一类是因为部
分国人喜欢炫富， 成为被绑架
和抢劫的对象。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
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庆
功认为，与过去相比，近期安全
事件由针对中国机构和公司转
向个人， 由战乱地区为主转向
发达国家的街头巷尾， 特别是
中国海外旅游人数增加， 导致
意外事故和纠纷增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专家傅小强说， 海外人员和企
业的安全问题还涉及中国的发
展安全， 因为中国的发展需要
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发展当中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落实外交为民理念，维护
我国海外合法权益。今年

５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访问期间， 多次强调海外中国公
民的安全问题，指出“民生是头等大事。”

亟待加强防范
“咱们最好别见面！” 一位中国领事官在新年祝

福中说。因为要与领事官员见面，就意味着可能在境
外“摊上事儿”了。

随着中国公民赴海外人数增多， 中国驻外使领
馆的工作成几何级数增加。 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
介绍，

２０１３

年，每位中国驻外使领馆领事官员要服务
超过

２０

万人次出境中国公民，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
和驻外使领馆每年处理各类领保案件近

４

万起。

分析人士指出，时间、空间、主权、法律等各种因
素限制了跨国干预， 加上各国在安全事件处理能力
上的差距， 使海外安全事件的处理效率和结果不能
尽如人意。因此，从官方到民间，有必要构建更加完
备的公民海外安全网。

“不能等风险到眼前了才应对，其实更多的功课
应当做在出境之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
员王泰平说，“从频繁发生的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我
们在防患未然方面还有不少短板。”

在战乱地区驻扎了
７

年的中国葛洲坝集团赤道
几内亚分公司总经理李国民对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感
受：“我国很多在海外的分公司安保措施不到位，特
别是防风险意识淡薄， 安保措施费用只占运行成本
的

１％

。一旦遇到突发袭击，就相当于裸露在地表的
鸡蛋，相当危险。”

“参与援建的中国公司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在
海外招投标过程中加大安全成本预算。 一系列事件
都暴露出我驻外劳务人员在安全防范上的疏漏。”李
庆功说，“赴海外搞工程，在计算利益成本的同时，切
不可忽视安全成本。”

“事先做好风险防护预案也很重要。”黄屏说，比
如获取中国使领馆

２４

小时领事保护电话； 尊重当地
民众在行为、衣着、饮食、拍照等方面的风俗和禁忌
等。

海外维权需综合改革
“一国公民的海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延伸。”王

泰平说，比如公民在海外遇到风险，谁去谈判、谁去
营救、谁负责赔偿，应当有一套严密的规则和行之有
效的处理流程。

李庆功建议， 应当尽快建立健全中国公民海外
安全的司法保障体系。 如出台“中国海外公民安全
法”，从法律上明确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保护的内容及
方式， 包括在需要国内政府协调或舰船、 飞机出动
时，明确各方权责，尽快实施救援。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专家卢建平认为， 涉及两国
沟通、协商、谈判，需要遵守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
惯例。因此，出台相关保护公民海外安全的法律，最
大意义在于调配中国自己的力量应对这一类问题。

清华大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庆安说：

“现在国际社会上有一些杂音，质疑中国企业走出去
是为了争夺资源。这里可能存在误解，也可能是缺乏
互信和沟通造成的。”

专家指出， 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海外基础设
施援建工作，开展互利互惠的国家贸易；另一方面，

还要加强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增进友谊，

化解矛盾。

“维护中国公民海外合法权益特别是人身安全，

不但是一个国家的责任， 也是国家形象和综合国力
的体现。因此，有待于政府方面更加积极主动，提供
切实有效的安全保障。”卢建平说。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２

日电）

是道德高地还是诚信“飞地”？

———“先住院后付费”试点医院零逃欠调查

３６

年前， 甘肃榆中县农民徐福家急病发作，

却因凑不齐
１００

元住院押金而被拒收。如今，他因
脑溢血后遗症

３

次未交押金就直接住院了， 却不
曾借机钻空子逃欠医院一分钱。

从没钱不看病到先住院后付费，徐福家并非
个案。

２０１１

年以来，宁夏银川市、内蒙古准格尔旗
和甘肃榆中县中医院先后启动先住院后付费改
革，累计有

５

万多人从中受益，但至今都保持着逃
费、欠费零纪录。

一项被视为道德风险极高的医改，却带来如
此诚信利好，这是出人意料的偶然还是制度导航
下的必然？

制度让失信动机大大降低
甘肃榆中县中医院院长马国勇本是医患失

信的受害者。

１９９９

年他为一名失血过多已经休克
的患者自掏腰包先垫付了抢救费用，不想这名享
受“先住院后付费”的患者治愈后扬长而去。打了
半年多官司， 他才将垫付的钱追讨回来。 而自
２０１２

年底以来，他所在的医院推行先住院后付费
改革， 已有近

１

万人从中受益， 但却一直保持逃
费、欠费零纪录。

从“十年怕井绳”到“大胆吃螃蟹”，马国勇坦
言，在失信成本很低的时代，“傻子”才诚信，少数
人牵连大多数。用制度抬高失信成本，恶意逃费
欠费才会变成小概率事件。

所谓制度， 是一条看不见的诚信安全链：适
用人群主要限定在城乡医保参保者———患者凭

医保证住院———医保证交由医院托管———失信
者列入黑名单。在

２０１１

年率先实行先住院后付费
的宁夏银川市、

２０１２

年探索这项改革的内蒙古准
格尔旗，诚信制度与此大同小异。

银川市卫生局副局长刘东鹏分析，本地城乡
医保人群是基层医院最主要的就诊群体，由于基
层医院报销比例较高， 住院费用自付部分很少，

医保证还要在医院托管，这一群体的失信动机大
大降低。

而在准格尔旗，全旗医疗、医保、民政部门信
息共享，就医者一旦被列入失信黑名单，不但下
次看病与先住院后付费无缘，社保、民政部门也
会暂停其相关待遇直至结清住院费用。

由于诚信安全链管住了极少数，大多数人成
为受益者。在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脏病患者
马惠珍住院十多天了还未交一分钱。她说：“医院
相信大家，谁还愿意昧着良心当老赖？”

动摇了医院“强势”地位医疗服务“先尝后买”

用制度“盯防”，管不出诚信。与诚信制度同
样重要的是营造互信环境。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为先住院后付费量身
打造的刚性诚信安全链，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富
有弹性。银川市在最初试点时，要求住院患者医
保卡、身份证、户口本缺一不可，如今，一些医院
为更加方便患者，创新优化流程，只要求提供医
保卡即可，如果随身未带，患者可在住院后

４８

小
时内交付医院托管。 在榆中县中医院针灸科，记
者看到科室托管的医保证只有

１１

个，却有
２８

个“先
住院后付费”病人。针灸科主任刘建斌说，由于有
了互信，病人只要申明自己参加医保就可以了。

更加变通的诚信制度确有风险，但所幸有惊
无险。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榆中县马坡乡农民张耀玉凭
一口地道的榆中话就在中医院办理了先住院后
付费手续。可他不但没有参加医保，而且当时手
头紧张，出院时打了一纸欠条，两个月不见人影。

所有人都以为他肯定逃费了，但他最终回来结清
了所有费用。

类似实例在银川、准格尔旗同样存在。更重
要的是，先住院后付费动摇了医院在医患关系中
的“强势”地位，将医疗服务还原为“先尝后买”。

准格尔旗卫生局局长李树林说，由于病人是先住
院后付费，医院需要改进服务、提高医疗水平、尽
最大努力降低医疗事故发生率。星级服务才能赢
得星级互信。

准格尔旗卫生局规定， 如因医院方面问题患
者拒绝付费， 卫生部门将严肃追究相关医护人员
的责任。榆中县中医院则专门设立病区护理，就医
院服务、医疗效果进行满意度调查和不少于

３

次的
电话回访。 记者注意到， 这里的医护人员不再用
“床号”称呼病人，而是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赵军说，实行先
住院后付费后，医院医疗纠纷明显减少，患者满
意度提升。

２０１３

年， 医院在银川市医疗机构行风
满意度抽样测评中位居第一。

全面推广还需为诚信环境搭建保障平台
改革换来了互信的建立。银川市最早探索先

住院后付费的永宁县望洪镇卫生院，改革当年就
诊病人就猛增

８

倍。 榆中县中医院
２０１３

年就诊病
人、收入都翻番。互信互惠由此可见一斑，但这一
便民改革能否更加普惠？

记者检索发现， 全国虽已有
２０

多个省区的部
分地方实行先住院后付费， 但都集中于县市区的
基层医院。而在这些医院，医保报销比例高，实际
结算时的自付费用少，改革的道德风险自然就小。

焦点集中于“越往上走越难推广”和“异地信息
难共享”。李树林、马国勇等认为，一方面越是大医
院，医保报销比例越低，自付费用越高，特别是大病
治疗费用动辄十多万元，实行先住院后付费的道德
风险很高。另一方面各地医保、医疗信息联网水平
参差不齐。受此影响，诚信安全链很难互联互通，异
地住院的患者享受先住院后付费仍是盲区。

但并非无路可走。今年
４

月，宁夏率先在所有
县市区的公立县级医院、卫生院全面推行先住院
后付费，以后还会在自治区各级医院全面推行。

宁夏为何敢于先行一步？自治区卫生厅农村
卫生处副处长朱建忠说，连结各个医院的诚信安
全链，织就一张诚信大网非常必要。细分欠费原
因、由社会保障托底、多方减免救助，也会进一步
减少医院顾虑，增强社会互信。

在宁夏， 恶意欠费者一旦被列入黑名单，不
但会被告上法院追缴，下次住院也将与先住院后
付费无缘。同时，应急救助基金建立起来，那些亟
待急救但身份不明、无力缴费的患者的住院费用
可由基金救助， 享受先住院后付费就不再是难
题。当地民政部门也提前介入、延伸触角，在出院
付费的环节就对经济困难群体进行大病救助，其
自付费用进一步减少。

“在医患矛盾多发的背景下， 还需为诚信‘造
氧’。医院作为‘强势’一方更需主动取信于人，提高
服务质量。”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赵军说。

（新华社兰州
６

月
３

日电）

细 水 长 流 的 贿 赂

———广东科技系统腐败案件再追踪
看上去“清水衙门”的科技系统，处长级官员

权力之大令人惊讶。随着广东科技系统腐败案件
的披露， 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交易推向公众视
野，再次敲响了反腐倡廉的警钟。

今年
４

月
２１

日，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播发
了《巨额科研经费如何沦为“唐僧肉”

－－

广东科
技系统系列腐败案追踪》一稿，在社会上引起了
较大反响。

礼品账单曝光，熟人行贿居多
大到名贵手表，洋酒、茅台，小到两三百元一

盒的安宫牛黄丸……这便是广州市科技系统一
位涉嫌受贿官员的“礼品账单”。利用手中审批权
力，帮助朋友获得科技资金扶持，这位官员涉嫌
从中收受贿赂，其中不少是看似平常的礼品。

据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介绍，广
东科技系统腐败案件，体现出“熟人社会”利益链
的一些特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官员收
到的礼品五花八门，其中包括汽车、金条、名表、

购物卡、贵重酒……行贿人细水长流、长期供养
受贿人的方式，让行贿受贿行为变得更加隐蔽。

据了解，受贿人与行贿人多是同事、师生、同
学等熟人关系，其受贿行为与“熟人关系”紧密联
系。例如，广州市科信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
处、产学研结合处主任科员符健受贿，而贿款的
主要部分来自他的大学老师。

广州市科信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原
主任科员曾国兵与广州市科信局软件和信息服
务处处长张实曾经是同事，曾离职后成立科技咨
询公司，贿送

２０

万元后得到张实不少支持。经查，

张实
１１

次受贿有
７

次在春节期间。

“传统节日是集中敛财的时间点。”广州检察
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说，无论是行贿人还是受

贿人，双方都愿意接受，尤其是受贿一方认为，这
是朋友之间的感情联络、人情往来，似乎“心安理
得”。

看上去是人情往来，实际上离不开利益的互
换。“你帮我， 我不会马上回报你， 但我记在心
里。”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些涉嫌受贿的官员如此交朋友、拉关系，并且
长期被企业“供养”。

先是一起吃饭，叫上处长、科长；熟悉之后就
随便去办公室，让人感觉关系非同一般。上级领
导要参观高新企业， 他便推荐这些“熟悉的朋
友”，让他们认识领导。到了招标阶段，只要上级
领导和处长一说，某某公司不错，处长就明白指
标肯定要给这个企业了。

一旦权力寻租，“清水衙门”不清
科技系统大多是知识分子，为何也会如此腐

化堕落？ 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认为，

主要是其部门权力集中，缺乏监督制约。长期以
来，科技系统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社会关注度
相对较低，这些年国家扶持科技力度较大，导致
科技干部成为不法分子拉拢腐蚀的对象。

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介绍，广州
市科信局

１９

个处室， 具有项目管理职能的有
１４

个。这些部门的处级干部，既负责项目的组织实
施， 又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在立项审查环节，

哪些企业有资格参与，处长包括经办人拥有话语
权，给每家公司拨付多少资金，先由处长提出计

划，再报局长审批。”

“专项资金审批存在监管漏洞， 处长就相当
于‘一把手’， 有什么科研项目马上告诉熟悉的
人。”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透露，广州
市科信局普通干部、 处长都有项目第一手资料，

利用信息不对称， 把这些信息告诉熟悉的企业。

如广州市科信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产学
研结合处主任科员符健就是这样走向贪腐的。

而一年掌握
４０

多亿元科技资金的广东省科
技厅权力更大。在该省科技厅，某些处级干部涉
嫌受贿上百万元。

更为严重的是，科技资金使用缺乏监管。“这
块业务归我管，其资金使用效果、是否专项专用，

没有任何评估。对企业来说，这笔钱不同于贷款，

拿到了不需要还，因此大家都看中了这块‘唐僧
肉’。”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说。

管理权力分散，资金运行公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

授任建明分析，这一腐败系列案件表明当前省级
科技业务内部管理中存在的权力制约机制不健
全，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广东省、广州市科技系统拟
对财政投入科研的资金管理进行“阳光再造”，建
立分权制衡、公开透明的管理体系。日前，该省监
察、财政、审计等部门规定，要求关键岗位

５

年必
须轮换；

５００

万元以上科技资金建立一定比例随
机抽查审计制度，严格落实经费管理与使用行为

监控等系列措施。

广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负责人认为，除了
财政扶持科研资金发放环节的公开透明之外，还
应该根据科研的特点， 加强对使用环节的考核，

以避免科研经费滥用的现象。

专家建议，一是建立科研资金投入产出考核
机制。任建明认为，对于获得资助的企业追加责
任条款，项目期满，要有评估验收，没有达到项目
要求的，要记入黑名单，追回项目资金，限制未来
获取创新扶持资金的资格等。

二是制定科研信用管理制度，包括加强对公
职人员辞职后的相关约束，防范和惩戒科研活动
中的编造、作假、剽窃、骗取科技资金等行为。

据了解，广东省科技厅将设立“科研信用管
理工作委员会”，针对项目承担单位、科技人员和
中介机构等不同类型的主体， 采取黑名单记录、

终止项目、收回财政科技经费等惩戒措施，涉嫌
违纪违法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２００４

年出台的《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
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 要求党政领导干部
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
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
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
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任建明认为，虽然有了明文规定，但是还需要相
关部门的具体落实， 如果没有后续的监督和跟踪措
施，纪检部门三令五申的规定也会成为一纸空文。

（新华社广州
５

月
２８

日电）

为了丈夫生前的承诺

玉树地震已过去
４

年， 美丽的江源小镇在废
墟中重生。在巴塘草原，圣洁的阿尼尼扎雪山下，

盛传着一个感人的诚信故事———一个普通农家
妇女，为了丈夫生前的承诺，五上玉树，历尽艰
辛，为灾区牧民建完了

１６

套新房。

这个名叫杨秀英的女人， 凭借诚信的力量，

赢得了高原群众的尊敬。

“丈夫走得突然，留下了未建完的
１６

套房子”

“丈夫走得突然， 留给我的不光有眼泪和辛
酸，还有他未建完的

１６

套房子。”杨秀英说。

杨秀英，

３９

岁，家住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
治县二塘乡工哇滩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玉树地震发生后，根据“地县共建、以县为
主”的援建原则，化隆县负责援建称多县称文镇
雪吾村

４９

套房屋的重建， 在建筑工地干过
８

年活
的杨秀英丈夫赵恒礼承建了其中的

１６

套民房。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赵恒礼承建的房屋主体框
架完成了，又值高原寒冷期不能施工，他踏上了返
乡路途。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驾驶的车辆在青
海省湟源县境内发生车祸，车上的

５

人全部遇难。

杨秀英说，想起那段日子，现在还觉得心尖
尖上的肉疼呢。

２０１１

年端午节过后，这位以前最远只去过省
城西宁的女人带上

２０

余名民工，毅然去了几百公
里外的玉树，要完成丈夫未完成的工程。

她说：“如果我不去，那些在地震中失去房屋的牧
民们到了冬天还要继续在帐篷中度过，我不忍心。”

她也曾打过退堂鼓，也有人劝她将工程包出
去或卖掉，但为了完成丈夫给牧民的承诺，她咬
牙坚持。

返回工地后，被藏族牧民称为“嘉毛老板”（汉族
女老板）的杨秀英成了村里议论的“焦点”，她是来干

活还是来收拾她丈夫留在工地上的东西？ 村里有些
牧民甚至认为她卖掉工地上的器械后就会走人。

杨秀英只上过小学
２

年级，不懂工地管理，就
请人；财务不会，还请人。

“从西宁进料难度最大， 有时我会求亲戚帮
忙， 或跟上其他有经验的老板去讲价、 找车、运
回。 附近施工的其他人知道我的事， 都愿意帮
我。”杨秀英说。

抓紧时间修房、保证质量修好房，她为自己
定下的目标从未动摇过。

２０１１

年国庆前夕，杨秀英终于将
１６

户“定制
房屋”按时交付给了当地牧民。

而对于帮助自己完成丈夫承诺的农民工兄
弟，她同时以诚相待。拿到丈夫的车祸赔偿款后，

她首先给工人们结清了工资。

“老赵，工人的
４０

多万工程款全部付清了，工
地上的事我挡着呢，你不用操心了。”在丈夫的坟
前，杨秀英哭诉着。

用诚信赢得了牧民尊重
走进雪吾村，橘红色墙面、藏饰房檐、玻璃暖

廊的时尚藏式民居引人注目。 牧民才毛吉说，

２０１１

年底，她和家人搬进新房子，度过了一个温
暖的寒冬。

才毛吉清楚地记得当时建房的情景，每天天
刚亮， 杨秀英和她的施工队就开始忙活起来。掀
掉覆盖在屋顶的草袋子，做外墙保温、粉刷、安装
门窗、修藏饰房檐、打地坪……

“修建这些房子，不但没挣到一分钱，还亏了
不少呢！”杨秀英说，按照丈夫生前的承诺，她还
额外给修建的房屋做了一两米厚的浆砌石山水，

仅这一项她多花了
１０

多万元。

１０

万元， 对于一个西部农村的家庭来说，是
一笔不小的支出。她的家庭并不富裕，两个孩子
正在上学，年迈的父母也需要照顾。

当地藏族百姓感谢杨秀英，心疼这位失去丈
夫还坚持为他们盖房子的汉族女人。村里的牧民
经常把自家做的牦牛酸奶送到工地让她吃；天冷
了，藏族阿妈为她送来羊毛被子。中秋节，藏族村
民把杨秀英请到家里，希望她忘掉悲痛。

至今， 雪吾村的村民还会提及这对重建夫
妻，讲他们在雪吾村的故事。前些日子，雪吾村的
藏族阿妈还托人为杨秀英送来了半袋羊毛和两
双袜子，让杨秀英倍感温暖。

“嘉毛老板用诚信赢得了我们的信任和尊
重。”雪吾村村民成桑说。

“信守承诺是这辈子她做人的底线”

赵恒礼是个上门女婿， 在家人和亲戚眼里，

他们是出了名的好夫妻。

结清工地款那天， 她去了丈夫坟前：“老赵，

工人的钱都清了”；

１６

套房子交付后，她又“第一
时间”去了坟地，告诉丈夫“工程完工了”。

如今，为了尽快还清东凑西挪欠亲戚朋友的工
程款，忙完地里的农活，杨秀英还去县上的小餐馆洗
碗、在村口的山头上挖虫草、到工地上当小工……

“妈妈每天都干着男人的活， 妈妈很辛苦。”

杨秀英的女儿，就读于青海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的赵小风心疼地说。

赵小风说，严重晕车的妈妈每次从玉树回来
就像大病一场，几天吃不下饭，妈妈用自己的行
动教育她和哥哥，要信守承诺。

“几年来，母亲承受了太多，但每次她都告诉
我和哥哥，做人做事要本分踏实，信守承诺也是
这辈子她做人的底线。”赵小风说，在学校的日子
里，她经常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她也更加懂得
了诚信的分量。 （新华社西宁

６

月
３

日电）

这是
5

月
25

日记者为杨秀英一家拍摄的“全家福”。

新华社记者张宏祥摄

□

新华社记者李琳海吴光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