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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全市：多云到晴。市区：多云转晴，偏东风 2-3级，气温 9～19℃。台湾海峡：7-9日多
云到晴。7-8 日东北风 7-8 级阵风 9-10 级；9 日 6-7 级阵风 8-9 级。明日 全市：多云到
晴。市区：晴，气温 7～18℃。 更多天气资讯，请关注“漳州气象”官方微信。

房屋维修专项资金是房屋的“救
命钱”“救急钱”，能否保证专项资金
提取安全、使用顺畅，关系到公众的
居住安全感与幸福感。近日，新华社
记者发现，江西南昌盛世东方商贸城
数百名业主围绕 513万余元专项维修
资金提取是否合法问题与该商贸城
物业发生纠纷。

200名业主实名反映自己遭冒名
签字有何凭证？资金代管机构为何一
边称“提取手续齐全”一边称“真实性
无法证实”？商品房专项维修资金“把
关难”的困局如何打破？新华社记者
就此展开调查。

物业公司：
提取经规定数量业主同意

业主：死人的签名也是真的？
2019 年 6 月，商贸城业主们在预

备提取专项维修资金时发现，早在 5
年前，该维修资金就已被该商贸城物
业服务公司提走了 513 万余元。根据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要提取资金必须经占建筑物
总面积、总人数“双 2/3”以上业主签
名同意。更让业主们惊讶的是，他们
确实在南昌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见
到了这份同意支取的签名文件。

“这里面不少签名都有问题，我
们被冒名了！”业主代表向记者一一
指出签名文件上的可疑之处：

——签名有错。抱着 6 本房产证
的业主邓洪琍，指着和房产证相对应
店铺编号后的签名说，均非自己所
签，不仅把“琍”字错写为“俐”，名字
后的电话号码也是错的。还有其他一
些业主名字也被写错。

——签名有假。业主洪守红告诉

记者，他本人在商贸城有多个店铺，
但文件上对应商铺签名却是“任伟
达”。同一材料上，还有的店铺重复出
现两次，且前后签名不一。以编号为
K419、K420、K421、K422 的四个店铺
为 例 ，第 一 次 出 现 时 签 名 为“ 周 光
辉”，第二次变成了“任伟达”。

——签名中有已去世多年者。业
主家属万丽珍反映，她的姐夫葛长银
已于 2011 年 6 月去世，但 2013 年 12
月提交给管理部门的签字公示材料
上编号 K106 店铺后赫然写着“葛长
银”的签名。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至少有该签
名文件涉及的 200名业主实名投诉商
贸城物业江西世纪盛垲置业有限公
司提供业主签名不实，声明“房管局
名单不是本人签名”。但物业公司方
面称，提取资金行为经规定数量业主
同意，符合相关程序。

核实：
物业细节记不清
监管真假不确定

签名真伪之争已持续数月，至今
仍无定论。

记者了解到，南昌市住房资金管
理中心是商贸城专项维修资金的代
管机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时
收到物业申请材料后，中心按规定要
求物业对相关签名材料进行了公示，
并到现场进行了拍照取证。在材料公
示的 5 个工作日内，中心未接到业主
的投诉电话。此后，中心还随机抽取
了 18户业主进行电话回访，他们均表
示同意申请使用房屋维修基金。

记者就签名真实性问题向物业
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求证，该负责人

告诉记者，业主当时签了名，材料也
做了公示，但对签名具体完成时间、
系业主本人还是承租商户签名等细
节问题，均已记不清。

“他在电话中说他是业主，我们
也很难证实他的真实身份。”南昌市住
房资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无奈地向
记者表示，当时的政策并未明确要求
住房管理部门对业主进行电话回访。
因为无法证明真伪，当前办理相关工
作时他们会要求在材料上注明由“申
请维修单位及业主委员会对公示照
片、业主签名的真实性和施工单位的
工程质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
力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相关管
理机构应承担为专项维修资金提取使
用“把关”的法定职责，如出现“把关不
实”情况，即便写上所谓“责任自负”条
款也不能推卸责任。他认为，更值得注
意的是，如果当前一些把关制度本身
缺乏把关能力，出现制度空转，可能会
直接影响专项维修资金安全，加深业
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

治理创新或成解决
“把关难”突破口

多名专家告诉记者，发生在盛世
东方商贸城的事件并不鲜见，房屋维
修资金“把关难”问题由来已久。据北
京盛延律师事务所统计，2014 年至
2018 年间全国房屋专项维修基金纠
纷案件数量逐年提高。当前虽然增设
了关于应急情况下物业使用维修资
金的简易程序，但由此引发的矛盾冲
突仍时有发生。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华

彬认为，当前一些制度对于确有资金
使用需求的业主来说，流程复杂、操
作难度大。而对于觊觎资金、心怀不
轨者，又难以有效制约。“就像一把纸
枷锁，戴着麻烦，撕下反而容易，作用
有限。”

专家认为，新技术手段或可为破
解传统审核方式效率低、成本高困境
带来可能。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房地产与基础设施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郭雳告诉记者，在北
京部分小区，业主表决使用管理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原则上已不再使用纸
质投票，而是通过业主输入姓名和身
份证号码实名认证过的手机 APP 进
行投票。

在深圳，业主则通过线上线下投
票并行的方式来保证业主投票真实
高效。在线上，业主通过“深圳市物业
管理公众服务”微信公众号，填写业
主真实信息，进行人脸识别并绑定
房屋小区后，使用投票决策功能进
行投票。在线下，业委会和物业管理
处公开放置封闭式投票箱，以便业
主投递纸质票。考虑到部分业主年
龄较大，投票可能存在困难，工作人
员还将上门讲解投票内容和操作方
法，协助业主行使表决权。一般由街
道办派驻的工作站、居委会、业委会、
管理处及业主代表共同进行开箱验
票、计票，保证投票的真实性、公开性
和合法性。

陈华彬建议，强化技术保障手段
的同时可参照部分地方将审核制改
为备案制的做法，适当简化维修基金
的使用程序，既保障资金安全，又让

“沉睡”的资金切实发挥作用。
（据新华社电）

物业、业主各执一词，
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把关难”咋破？

感冒发烧、头疼脑热，想去医院
怕麻烦，但又想获得一些治疗建议，
很多人会选择在网上搜索。

“合理饮食，适当户外活动，每天
10 到 15 分钟最为合适。”“不要滥用
抗生素，谨遵医嘱。”记者近期调查发
现，这些看似专业，并冠以某某医院
某某医生头衔的回答有可能是非专
业人员以每条 1.5 元左右的报酬复
制、粘贴、编造的。专家表示，用药、治
疗建议直接关乎百姓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部分医疗信息网站在给人们
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
题亟待整治。

小毛病自己查
医疗信息网站靠谱吗？

“6 个月宝宝嗓子有痰咳嗽怎么
办？”上海市民周小姐在某医疗信息
网站搜索关键词“6个月宝宝、咳嗽”，
就看到这一问题及相关医生回答。周
小姐说，作为年轻妈妈，有些紧张，所
以格外小心。“碰到相关疑问，都会在
网上搜索一些建议，感觉有些还挺靠
谱的。”

随着人们对自身和家人健康越
来越关注，加之生活节奏较快，越来
越多的人通过网上医疗信息网站寻
求建议。上海市民胡先生说：“一般一
些感冒发烧的小毛病会在网上搜索，
根据建议买些非处方药。”

记者发现，多个医疗信息网站都
宣称，相关回答来自专业医生。某医
疗信息网站首页显示，“万名三级甲

等临床医生在线为您解答”，另一家
网站首页则显示，“已有 145588 名医
生加入”。

在某医疗信息网站，记者看到一
个问题为“脾脏增大 4.3 厘米，请问一
下能治疗吗？”有 4名解答者认证为医
生，包括医生照片、医院名称、职务等
信息。回答建议包括“您如果没有任
何症状的话，建议您定期复查就好”

“建议你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
惯，不要熬夜劳累，忌烟酒”。

对于医疗信息网站带来的看似
便利，一些用户存有疑问。上海市民
胡先生说：“有一些回答错别字比较
多，还有一些明显就是复制粘贴的，
感觉我也能在网上回答这些问题。”

既扮演患者又出演医生
部分“专业回答”竟是批量复制

“医疗信息网站兼职，答案在网
上找就行，每天至少 80＋”，此类招聘
兼职信息在网上较为常见。这种“问
答兼职”究竟是怎样的工作？

记者按照相关招聘信息，加入一
个名为“养生采集”的群，该群已有
400 多名“兼职者”。群主给记者发来
一份测试题目，并称“网上搜搜相关
内容，把句子修改一下就行，只要经
过原创检测，就能兼职。”记者看到，
这份测试试题要求测试者以“怀孕产
检”为主题，既要扮演患者，提出问
题，又要出演医生，给出举措建议，但
对于“求职者”没有任何资质审核。

记者编写问题“我今年 32 岁，怀

孕 4个月需要做哪些产检项目”，并以
医生口吻回答“需要做常规检查、唐
筛”等信息，顺利通过测验。

随后，该群群主给记者发来一个
链接，并附有账号和密码。登录该平
台后，兼职者可以在平台领取题目，
题目包括“畸胎瘤和巧克力囊肿的区
别”“卵巢巧克力囊肿是肿瘤吗”“流
感后身体虚弱怎么办”等问题。和测
试试题一样，也需要兼职者编造病人
信息、医生建议等。群主表示，经过审
核后，编造的问答就会出现在医疗信
息网站上，按每条 1.5 元支付报酬，每
半个月结算一次。

“一条 1.5 元，多的时候一天能赚
150 元。”该群一名兼职者对记者说，

“少的时候一天能编十几条，多的时
候 100 多条。”据了解，该兼职者是某
高校社会学专业大二学生，没有任何
医学专业基础。

“把在网上搜索到的答案改一
改，比如加个‘了’‘的’，或者把‘和’
改成‘以及’，把‘因为’改成‘由于’就
能通过原创度审核。”该群另一名兼
职者表示，“入坑”半个月后，他放弃
了这份兼职，“主要是觉得挺坑人的，
问题答案都是复制粘贴，也有的是瞎
编乱造的。”

“主要是为了把平台流量做起
来。”谈起相关平台为何要编造问答
信息，兼职群群主说，通过已有问答
信息引流，让患者来到该平台，从而
进一步引导患者使用平台的付费咨
询 业 务 。在 各 个 医 疗 信 息 网 站 和

APP，记者看到，各家均开设有付费
咨询业务，每次咨询价格少则二三十
元，多则一两百元。

健康无小事
医疗类平台应承担内容审核责任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陈秋霖说，
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对于缓解医疗
资源稀缺、分布不均等具有重要作
用。但现实情况是，借助互联网技术
改造挂号、缴费等医疗流程辅助业务
已较为成熟，但涉及看病诊断等核心
业务时，则往往容易出现各种乱象。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副院长赵鹏表示，互联网时代，网民
通过互联网这一更为便捷的渠道获
取医疗信息是一个趋势，但医疗行业
直接关乎百姓健康和生命安全，相关
监管举措应考虑到其服务的特殊性。

加强互联网医疗行业监管已成
为全社会共识。早在去年，国务院办
公厅就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
健康”发展的意见，其中提道：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平台等第三方机构应
当确保提供服务人员的资质符合有
关规定要求，并对所提供的服务承担
责任。“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产生
的数据应当全程留痕，可查询、可追
溯，满足行业监管需求。

除更给力的监管举措外，陈秋霖
说，医疗信息网站也应加强行业自
律，切实担负起对所发布信息的审核
责任。 （据新华社电）

问诊信息竟然问诊信息竟然““自导自演自导自演”” 网上求医问药藏着这些网上求医问药藏着这些““坑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