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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电子烟”案件多发
今年初，广西钦州市公安局

钦南分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
市区贩卖“上头电子烟”。接报
后，警方抓获3名吸食者，缴获吸
食后的烟杆2支、烟弹3个，并循
线抓获上线黄某某。黄某某因犯
贩卖毒品罪被钦南区人民法院判
处拘役 3 个月，罚金 3000 元，没
收作案工具手机2部。

近期，江西省瑞昌市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00 后”向未成年
人贩卖“上头电子烟”案，被告人
王某某、柯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上头电子烟”案
件，被告人“00后”肖某获刑六个
月……

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庭长欧阳效锦说，披着时
尚潮流外衣的新型毒品具有较强
的迷惑性。一些青少年和初入社
会的年轻人，或缺乏辨别力，或经
不起诱惑，把吸食“上头电子烟”
当成时髦、体现个性的生活方式，
往往误入歧途。

新型毒品犯罪呈现新特点
记者调查发现，在各部门协

同打击治理下，新型毒品泛滥的
情况得到极大遏制，但仍有不法
分子为牟取暴利铤而走险。多地
警方表示，当前这类犯罪存在如
下特点：

——“互联网＋物流寄递＋
电子支付”的犯罪模式。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报
称，毒品犯罪手段网络化态势明
显，近七成毒品犯罪交易依托互
联网实施，采用“互联网＋物流寄
递＋电子支付”等非接触方式较
为普遍，证据收集和案件查处难
度进一步加大。

业内人士介绍，不法分子通
过微信等社交软件联络交易，再
依托快递、闪送等物流服务发货
运输。浙江海盐县人民法院曾判
决一起跑腿小哥专送“上头电子
烟”案，跑腿小哥通过邮寄、跑腿
等方式销售给18个下家，贩卖毒
品达 255 次。记者调研了解到，

“线上交易”使新型毒品的买卖行
为更加隐蔽，辐射范围更广。一

般买卖双方使用隐语、暗语进行
沟通。

——隐蔽的“圈子交易”。
记者采访了解到，贩卖新型

毒品的人员往往通过熟人介绍线
下交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孙玲玲说，2020 年以来，在
依法惩处的 1143 名毒品犯罪分
子中，再犯累犯占比 48.2％，“以
贩养吸”超过六成。

广西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一庭庭长李阳说，“上头电子烟”
等毒品跨省贩卖多发，贩毒人员
通过网络交易层层分销。

加强全链条打击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正

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
新精神活性物质，这意味着，所有
品种的合成大麻素类物质都属于
法律意义上的毒品。多地警方表
示，“上头电子烟”已成为重要涉
毒工具。

李阳等表示，相关部门要积
极溯源，不定期开展专项行动，依
法查处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

违法行为，对电子烟油中添加合
成大麻素等新型毒品的违法犯罪
案件进行严厉查处，实行全链条
打击。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互联
网技术、物流行业和线上支付平
台的发展，毒品犯罪逐渐形成流
通环节寄递化特点，物流从业人
员、邮件寄收人员也有可能成为
犯罪链条的一环。

“应持续强化寄递安全监管，
加强网络监管。”欧阳效锦说，针
对“网络＋寄递”的毒品犯罪模
式，要不定期进行抽查，对于快递
等行业要实现查、堵、截、控多种
措施共同发力，堵住“上头电子
烟”的销售通道。

此外，还要加大对新型毒品
的反毒宣传，提高公众识毒、防
毒、拒毒意识和能力。广西民族
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红文说，对新
型毒品犯罪的治理，不仅要依靠
事后打击，更要加强预防，引导公
众充分认识到新型毒品的危害
性。有关部门要强化反毒宣传，
社会、学校、家庭要形成教管合
力。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安全是社保经办的底线
要求。条例对于防止基金跑
冒滴漏、打击欺诈骗保、保障
基金安全作出了明确规定。

条例规定，对涉嫌丧失社
保待遇享受资格后继续享受待
遇的，社保经办机构应当调查
核实。经调查确认不符合社保
待遇享受资格的，停止发放待
遇；个人多享受社保待遇的，由
社保经办机构责令退回。

“条例还要求加强社保经
办机构内部管理。”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法规司负责人谭
超运介绍，社保经办机构应当
建立健全业务、财务、安全和
风险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规
范基金账户管理和会计核算，

加强社保登记和待遇享受等
情况核查处理。

加强定点医药机构协议
管理是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
重要管理措施。今年上半年，
全国医保经办机构累计核查
定 点 医 药 机 构 达 到 46.23 万
家，共协议处理 14.59 万家，挽
回医保基金损失 51.38 亿元。

隆学文表示，下一步将进
一步优化“两定机构”申请条
件、完善评估流程，同时制定
全国统一的医保服务协议范
本，健全定点医药机构准入、
退出和绩效考核等机制，加强
违约行为处理，坚决守护好人
民群众的“看病钱”。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如何减流程、补短板、护安全
——三部门解读《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热点问题

社保经办服务是社会保险体系的“最后一公里”。聚焦人民群众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近日公布的《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在简化流程便
捷办理、补齐短板优化服务、维护社保基金安全等方面作出了哪些新规定？4日举办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相关部门作出了权威解答。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保
经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比如证明材料偏多、转移接
续不畅、经办时限不明确、基金
跑冒滴漏等，需要从法律制度上
对社保经办加以细化和完善。

“条例明确要求通过加强信
息共享、减少证明材料、缩短办
理时限以及对特殊群体提供人
性化、个性化服务等方式，让人
民群众享有更加高效便利的公
共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李忠在吹风会上表示。

条例规定，社保经办机构应
当通过信息比对、自助认证等方

式核验参保人员社保待遇享受
资格，通过“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条例还提出，压减
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取消没有法
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依据的证
明材料；对于老年人、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通过授权代办、上门服
务等方式提供便利服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
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翟燕立
介绍，全国利用数据比对和自助
手段完成社保认证的比例已经
超过了70％。

规范医保经办、优化医保服
务也是条例规定的一项重要内

容。“国家医保局前期已经制定
了医保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统一
了 28 项医保常用业务的服务标
准，规范了办事环节和办结时
限。”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黄
华波说，下一步将进一步优化政
务服务清单和操作规范，推进办
事环节精简和流程再造，积极推
进实现医保服务“同城通办”；同
时加快推进医保服务“网上办”

“掌上办”，提升医保政务服务事
项线上可办率。

司法部立法三局负责人张
迅介绍，《社会保险经办条例》自
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

医保事关人民生命健康，受
到群众高度关注。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
管理中心负责人隆学文介绍，截
至 8 月底，全国定点医药机构达
到 107.8 万家，比去年增加了 10
余万家。其中，定点医疗机构
59.4万家，定点零售药店48.4万
家。按照条例关于优化服务的
要求，下一步将继续扩大医保定
点覆盖范围，从而方便群众就近
看病购药。

同时，国家医保局将进一步
扩大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的
覆盖面。记者从发布会获悉，截
至 8 月底，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
药机构数量已达到 47.51 万家，

比去年底增长45.33％。
“2023年前8个月新增异地

就医备案 1168.82 万人次，比去
年同期增长 55.39％。”黄华波
说，目前所有参保人都可以进行
异地就医备案，其中急诊抢救人
员视同已经备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表
示将在扩大社保覆盖面上精准
发力，更好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李忠表示，部分农民工、灵
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就业人
员等人群没有纳入社会保障，还
存在“漏保”“脱保”“断保”的情
况。下一步要落实取消灵活就
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组织

尚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照规定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在工伤保险方面，积极推
进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
保险，加快职业人群工伤保险
制 度 全 覆 盖 。 自 2022 年 7 月
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
伤害保障首批试点在七省份的
美团、饿了么、闪送等 7 家平台
企业开展。

“截至2023年7月底，7个试
点省份参加职业伤害保障的人
数达到 615 万人，我们还将不断
探索完善，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
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
李忠说。

更多惠民政策“补短板”“优服务”

简化流程推动“便捷办”“高效办”

守好人民群众的“养老钱”“看病钱”

多地严查“上头电子烟”新型毒品需引起高度警惕

不久前，湖北省阳新县警方查获一起贩卖“上头电子烟”案，警方现场查获含依托咪酯电子烟弹125个，电子烟杆23根。
据了解，这种“上头电子烟”外观与普通电子烟不易区分，但犯罪分子在电子烟油中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等成分，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毒品。
一些犯罪分子以各种方式诱导年轻人吸食“上头电子烟”，值得高度警惕。广西、广东、青海、山东等多地已开展行动，严厉打击相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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