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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卡就诊买药，市民再熟悉不过。可随着它的利

好被逐渐认识，觊觎这笔“救命钱”的“黑手”也越伸越

长。12月 22日，为进一步深化打击诈骗医保基金违法

犯罪行为，市医保局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医保

卡违规兑付现金问题的线索。

此次征集的线索，范围涉及定点医药机构与参保

人勾结，将医保个人账户金额以刷卡套现、虚假购药、

超量购药、倒卖牟利等方式兑付为现金的行为。

对于查证属实的举报，市医保局将按照《浙江省欺

诈骗取医疗保障资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予以奖

励，最高奖励金额达10万元。举报人信息将严格保密。

市民可通过市本级及各县（市、区）举报受理电话，

实事求是提供相关线索，营造“不敢骗、不能骗、不想

骗”的良好社会氛围，共同守护大家的“救命钱”。

记者 王艳

台州征集医保卡违规兑付现金
问题线索

最高奖励10万元

昨天上午，临海市博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曾茵莹来到临海市行政服务中心，通过临海市商事

登记智办系统进行自主申报，短短5分钟时间，就拿到

了一张崭新的营业执照。

临海率先推出的商事登记智办系统，昨天正式上

线。

“这个系统操作起来很方便，输入关键词就可以自

助选择行业套餐数据库内的行业，系统很快会自动生

成经营范围，省去人工搜索经营范围的过程，操作过程

中还有地名、村名和法律法规等内容的相关提示，设计

非常人性化。”曾茵莹说，以前到窗口办理营业执照，很

多信息都要自己填写，还要等待人工审核，现在通过商

事登记智办系统申办，大大缩短了申报时间，一个流程

操作下来，方便快捷不少。

据了解，临海市商事登记智办系统通过自主化申

报、智能化审批、多元化办理，实现申报端口多重定制，

服务网点覆盖全域，老年群体全程代办等特色功能，从

而达到“快报、速出、即办”的目的，实现经营范围最快

1秒填写，经营地址零证明申报，营业执照平均 5分钟

办结，相比原先的半小时，整体办照提速六倍以上。

“该系统借助银行、邮政网点设立商事登记智能办

便民服务点，申请人可以就近选择网点完成商事登记

申报，也能现场自助打印营业执照，服务费用已纳入政

府采购，申请人可以免费开办。同时，该系统还依托浙

江省全程电子化登记平台，打通了市场监管、社保、税

务、银行等多部门数据共享通道，将营业执照申领、印

章刻制、发票申领、员工参保登记、公积金缴存等多项

服务集成统一申报，实现了‘上一网、办多事’。”临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应良国介绍，该系统还

会自动识别申报人年龄信息，专门为网络申报困难的

老年群众开通了“银发通道”，申报人只要填写个人信

息和联系方式，服务专员将会提供“一对一”全程代办

的暖心服务。

“临海市商事登记智办系统迈出了数字化改革的

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了我市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实

现了市场主体与审批部门的双向收益。”台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卢茂良说。

记者 徐颖骅

临海昨率先启动上线商事登记
智办系统

办个营业执照
提速六倍以上

投保率超八成，这个乡镇怎么做到的？
昨天，“台州利民保”投保人数突破 200万。在台

州各县（市、区）中，仙居县的投保率最高，其中，双庙

乡的投保率已经达到82.07%，位列全市乡镇首位。

八成以上的人投保“台州利民保”，双庙乡的民众

为何尤为中意这款产品？双庙乡党委书记潘锋告诉记

者，他们发动全村党员干部、村干部、网格员进户宣

传，让老百姓充分了解“台州利民保”的好处，大家投

保的积极性一下就上来了。

“投保‘台州利民保’，可以有效解决村民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举措。”

潘锋说，为了让老百姓都能拥有这份保障，双庙乡利

用微信工作群、村民群，线上对“台州利民保”产品政

策和细则进行解读。

另外，为解决老年人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进行

线上投保的问题，双庙乡与产品承保公司成立专班，

从8时到22时接受电话咨询，并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

投保指导。

一人100元保费，就能享最高300万元保额。在双

庙乡和村干部的宣传下，不少人从一开始的不理解、

不愿意，转变为全家投保“台州利民保”。记者 陈佳杰

12月 22日下午，台州驰援绍兴上虞的 25名流调

队员以及2名核酸检测队员，圆满完成11天驰援任务

返回台州，目前正接受为期7天的健康监测。

十多天前，这批“逆行勇士”临危受命，协助疫情

严重的上虞开展流调工作。期间，多得数不清的电话，

写不尽的报告，还有道不完的感受。

流调工作是如何开展的？需要排查多少信息？行

程轨迹精确到哪一步……记者采访多位驰援队员，逐

步揭开流调密码。

每天电话上百通，抽丝剥茧排查信息

常说的流调工作，全称是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主

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病例去过哪、接触过谁，通过流

调来还原病例的活动轨迹；二是查明病因，追溯病毒

从哪来。如何回答？需要通过信息沟通、技术渠道等全

方位掌握。

“在上虞，我们有许多群，里面发布各种重要消

息。一接到某病例的流调任务，5分钟内就开始联系

流调对象，了解他14天内的行程轨迹，排查密接及次

密接。”第三批驰援上虞流调队领队姜叶告诉记者，内

容包括每天去过哪些场所、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接触

过多少人、持续多长时间等，事无巨细。

往前回忆14天，对普通人来说，忘记细枝末节是

正常的；对流调工作来说，却是一大障碍。行动轨迹简

单的，一通半小时的电话往往能得知大致信息；行动

轨迹复杂，或者忘记自己行程的，需要流调对象通过

支付宝、微信等工具掌握票据、快递、打车、消费记录

等线索，必要时流调队员还会联系其家人朋友，甚至

咨询酒店、商场等地点，通过监控核实到访与停留时

间。

“正常上班时间是8点半，大家却是24小时待命，

忙起来连盒饭都顾不上吃。”一天下来，电话不下上百

通，有些队员晚上都说不出话。但只要下个任务一来，

又打起精神，投入新一轮“抽丝剥茧”中，“尽早防止疫

情进一步扩散，是大家的共同愿望。”

最怕流调对象不配合，情绪安抚很重要

从选择驰援开始，辛苦是必然的。抛开工作难度

和强度不说，最怕碰上的是流调对象的不理解、不配

合、不开口。

因为初筛阳性或其他因素，有些流调对象出现焦

虑、烦躁等情况，断断续续或无法正常沟通。姜叶记得

有组家庭，家人先后初筛阳性，孩子无人照顾，父亲情

绪一度难以调节。此时，流调队员们需要成为“心理疏

导者”，耐心安抚其情绪，再快速开展流调工作。

有些流调对象因恐惧亲属被累及隔离，而不配合

调查，队员们就详细跟病例说明情况，如果不尽快隔

离救治，有可能变成重症或危及生命，同时可能传染

更多人。

语言不通也曾是一大障碍。上虞许多老年人讲方

言为主，队员们在沟通时会多方联系其家人和儿女，

帮助了解流调对象信息。

绍兴上虞新冠疫情处置流行病学调查组第三大

队队长，台州市疾控中心专家靳妍表示，在这批流调

队员中，90后占绝大多数，却是抗疫的重要力量。

24小时完善流调报告，逐字逐句反复核实

与狡猾的病毒赛跑，光有速度还不够，流调人员

的所有工作都要“准上加准”。

根据流调流程模式化，1小时需要掌握病例核心

信息，2小时出具详细的病例一览表，4小时拿出初步

流调报告，密接/次密接一览表每2小时更新，24小时

完善流调报告并做好随访。这其中，逐字逐句都需要

详尽核实。

尤其是流调报告上的信息，包括病例信息、发现

情况、检测结果、前14天行程轨迹、控制措施等，往往

需要与流调对象进行多次电话沟通核实，并结合公安

部门、相关单位确认的活动轨迹信息，保证密接及次

密接不漏一人。

姜叶说，一份报告，少则四五页A4纸，多则八九

页。最终呈现的流调结果，是判定密接、次密接、科学

精准划定疫点、确定消杀区域的重要依据，也是控制

传染源、阻断传播链、保护易感人群的前提基础。“我

们就像‘战场’上的侦察兵，所有人都高效运转，与病

毒赛跑。”

如今，完成援虞任务的他们已返回台州，“闲不

住”的他们还继续在交流分享，总结经验，为筑好防疫

墙贡献一份力量。

记者 王艳/文 采访对象供图

台州驰援上虞流调队员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归来，为我们讲述——

优秀的流调队员是怎样“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