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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事实纠错】
8 月 30 日 B11 版

《中 国 远 洋 上 半 年 亏
48.7亿》（记者：吴敏 编
辑 ：徐 超 校 对 ：李 新
荣）一文，第 1栏小标题
下第 1 段第 5 行“2011
年扭亏”中的“2011 年”
应为“2010年”。

【文字更正】
8 月 30 日 A15 版

《致富能手我有信心》
（校对：徐骁 编辑：魏
佳）一文，第 2 段第 2 行
中“我我始终认为”应
删去一个“我”。

■ 社论

大病保险：民众福音，当尽快“落地”
大病保险是解决“因病致贫”问题的最有力措施。不过，“大病”的种类有哪些，报销的具体

流程如何，这些都有待及时细化，变成民众看得见的“实惠”。

■ 观察家

“地沟油制药”有无危害不能听企业的
权威部门应当介入，对地沟油制药品进行全面深入的风险评估，要告诉民众，这些药品是

否会直接或间接造成人的健康风险？是否还在销售，要不要回收？

昨日，国家发改委、卫
生部、财政部、人社部、民政
部、保监会正式公布《关于
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
作的指导意见》。今后，当
参保患者个人负担的医疗
费用超过标准时，大病保险
对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
用在基本医保已经报销的
基础上再次给予报销，要求
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0%。

一场大病足以“消灭”
一个中产家庭，无力支付高
额医疗费只能望医兴叹，类
似悲剧在我们的身边不断
上演。唯有通过大病医疗
保障进行有力“兜底”，才不
至于使公众在大病风险中

孤立无援。无论从政府义
务的角度，还是从医保本
意，尽快补齐大病保险这块

“短板”，都是非常必要的。
事 实 上 ，开 展 大 病 保

险，并不需要政府财政太多
投入，甚至也不需要额外增
加公众的缴费负担，而更多
只需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让原来躺着不动的“死钱”
变成可以造福于社会的“活
钱”——将基本医保基金累
积结余资金投入到大病保
险，就有望解决“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

现在的大病保险正是
这样来设计的：所需资金从
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

基金中划出，不需要民众个
人再额外缴费。当参保患者
个人负担医疗费超过当地年
人均收入的“家庭灾难性医
疗支出”标准时，大病保险实
际 报 销 的 比 例 将 不 低 于
50%。而且，这个最低报销
标准，显然还有随着经济发
展而不断往上调整的空间。

相比基本医保，这次大
病保险政策还有一个亮点，
是 由 商 业 保 险 机 构 来 承
办。公共服务与市场机制
的结合，如果能够监管得当
并且做到公开透明，势必能
更好发挥市场竞争在提升
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
的作用。既能加大对医疗

机构和医疗费用的制约，提
高医保经办效率，还能借助
商业保险机构全国经营的
特点，间接提高大病保险统
筹层次。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
大病保险既由商业保险机
构承办，自然要涉及招标投
标与合同管理的寻租问题，
以及商业利益侵蚀参保人
利益的“自肥”问题。因此，
从招标投标到资金流转再
到年度收支等，都必须始终
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

毋庸置疑，开展大病保
险是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目标迈出了
有力一步，公众期待这一好

政策尽快“落地”，变成看得
见的“实惠”。目前看，《意
见》只是提出了原则性、框
架性要求，诸如“大病”的种
类有哪些，报销的具体流程
如何，这些民众最为关心的
问题，尚未见详情。具体工
作仍需“充分结合地方实
际，以地方为主，发挥地方
的能动性”，这无疑增加了
变数。

其实，考虑到各地大病
医疗费用总体趋同的现实，
大病保险未尝不可一步到
位实行全国统筹，也好为将
来基本医保实现全国统筹
进行开路探索。

相关报道见A09版

近日，河南焦作健康元
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简称

“健康元公司”）被曝涉嫌采
购地沟油制药。《上海证券
报》报道称，在持续长达一
年半的时间里，健康元公司
采购 1.45 亿元地沟油用于
生产7-ACA，而这批产品作
为抗生素的中间体，已广泛
流向医药市场。健康元公
司方面回应，大豆油只作为
一种辅料参与酶法的发酵
过程，可以称为发酵原料，

“所以不存在任何危害性”。
地沟油流向餐桌，已经

够让人担心恐惧了，没想到
治病救人的药，同样也会对
地沟油“不设防”。1.45亿元

地沟油用于制药，生产出的
问题药品数量该有多么庞
大，会不会有人稀里糊涂成
了牺牲品？

然而，对于此一令人震
惊的药品安全事件，肇事方
健康元公司先是摆出一脸
的“无辜”，说无法检测出勾
兑油中的地沟油成分，言下
之意，他们也是受骗者。不
过，根据警方资料，相关地
沟油厂家向健康元供货的
价格，远远低于正常大豆油
的价格。如此超低价大豆
油，思维正常的人一看就知
道其中必有猫腻，怎么熟悉
药品原辅料市场行情的制
药商，反而毫无觉察？

现在，健康元公司更说
出地沟油制药品“无任何危
害性”的惊人之语。不过，
地沟油制药品是否有害，不
是健康元公司说了算，地沟
油虽然只是抗生素生产辅
料，但正如专家所言，由于地
沟油含有杂质，这些杂质有
被传递到药品中的可能。抗
生素有时是直接注入血管
的，有害杂质进入人的血液，
岂会一点害处都没有？

对于这次曝出的地沟
油制药品，权威部门应当强
力介入，对地沟油制药品进
行全面深入的风险评估，要
清楚明白地告诉民众，地沟
油进入药品生产，经过层层

工序后，最终混入药品成品
的有害杂质具体含量是多
少？这些有害杂质是否会直
接或间接造成人的健康风
险？流向市场的那些药是否
还在销售，要不要回收？涉
嫌如此重大的药品安全事件
中，权威部门绝不能失声。

此外，地沟油混入药品
生产，这只是个案，还是一
个行业潜规则？大豆油虽
只是药品生产辅料，但带来
的成本压力却不小。据媒
体报道，健康元公司在使用
地沟油时，可以获得数亿的
利润，但使用正规大豆油
后，却亏损数千万。是否和
成本变动有关？面对如此

高的成本压力，面对地沟油
与大豆油巨大价格差，是否
会有更多制药企业铤而走
险，不顾职业道德，向地沟
油要利润？

此前，皮革药用胶囊的
查处，从个别药企的曝光，
到大批药企中标，是一个前
车之鉴。药品安全非同小
可，不能完全冀望于药品行
业的自律，对于地沟油制药
品的查处，需要举一反三，
在全行业进行普遍调查。
唯有拿出铁腕治理力度，才
能将地沟油清除出制药业，
重建公众对于药品安全的
信心。

□韩涵（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