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手平台低价售卖
商家回应含糊其辞

根据民航局新规，自6月28日起，禁止
旅客携带无3C标识、3C标识不清楚、被召回
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新规
实施之后，大量无“3C认证”的充电宝被机场
拦截。与此同时，二手交易平台上突然出现
大批二手充电宝，部分商品甚至直接标注
“机场拦截”，以极具诱惑力的低价售卖。这
些充电宝真的来自机场吗？
记者在某知名二手交易平台搜索“二手

充电宝”，页面随即弹出大量售卖信息。其
价格之低令人咋舌：单个售卖的仅需几元，
按斤称重的十几元一斤，还有以盲盒形式销
售的，十几到几十元就能买到两三个。多数
卖家在商品描述中承诺“包能用”，但款式随
机，并明确表示“不能保证带上飞机”。
在该平台上，记者随机私信了几位显示

所在地为上海的卖家，询问所售二手充电宝
是否有3C标识，几名卖家均回复“没有”，其
中一名卖家更是直言：“肯定没有啊，有的话
不可能是这个价钱出。”当记者询问这么多
充电宝从哪里来时，几名卖家却避重就轻，
有的称是“渠道货”，有的说是“翻新机”，更
有甚者直接拒绝回应，以“不谈题外话”结束
对话。

根据旅客意愿处理
明确处置流向管理

二手市场的充电宝与机场是否存在关
联？被拦截的充电宝最终将如何处置？

7月2日，记者在虹桥机场看到，与新规
实施初期相比，当日被拦截的充电宝数量明
显减少。值得注意的是，现场充电宝收寄服
务已恢复正常。旅客在安检前若发现携带
的充电宝无3C标识，可通过现场快递公司
寄回，不再只有“自弃”这一选择。
针对被拦截充电宝的处理问题，中国民

航局于7月2日回应称，机场将设立旅客充
电宝自弃、暂存区域，并提供寄递服务。安
检时被拦截的充电宝，将根据旅客意愿进行

处理。机场与航空公司将制定详细流程，为
旅客自弃、暂存提供便利指引。对于超过暂
存期限和旅客自弃的充电宝，机场将统一销
毁或与专业电池回收企业合作，进行报废处
理与资源回收。同时，在充电宝暂存、转移、
回收等各环节，均会做好记录，确保流向可
追溯，杜绝私自处理导致的回流问题。
上海机场方面也表示，上海浦东、虹桥

机场严格落实上级要求，加强对不合规充电
宝的检查。目前，针对旅客自弃的充电宝，
两机场将统一交给具备专业资质的企业进
行处置。针对不属于召回批次，品牌、容量、
型号等信息清晰，且没有鼓包等外观完好的
充电宝，两机场提供7天暂存服务。

专业企业规范回收
不会流入二手市场

尽管机场表明会将拦截的充电宝交由
专业企业统一处理，但这些充电宝是否会流
入二手市场仍备受关注。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官方网站上查询

到，目前上海具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
格的企业共有7家，记者逐一拨打电话，询问
是否接收有机场拦截下来的充电宝。其中，
鑫广再生资源（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费
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和浦东机场有长期合
作，其中就包括固定资产的电子废物处理，
但移动充电宝属于旅客自弃物，不属固定资

产。“此前浦东机场产生一定量的电子废弃
物时会跟我们联系。但民航局充电宝新措
施是6月28日发布的，截止目前还没有接到
机场和我们协商收充电宝这类的意向。”
费先生称，此前，公司从机场回收的电

子产品废弃物中，也会有充电宝，数量比较
少，一般的处理流程是拆解后分类利用。依
托先进检测设备，可对不同品牌、型号的充
电宝快速精准分类。针对电池部分，运用放
电技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保
留电池内化学物质原有特性，为后续梯次利
用或材料回收做准备；电路板则通过粉碎、
熔炼等工艺提取贵金属。他明确表示，专业
企业处理电子废弃物有严格流程，绝不会让
处理的充电宝流入二手市场。

相关渠道尚存空白
企业愿意付费回收

随着新规实施落地，充电宝需要3C认
证，也给不少市民带来新困扰：家中闲置的
无3C标识充电宝，究竟该如何处理？
长期研究电子废弃物资源化的上海第二

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张承
龙指出，目前关于充电宝小型电子废弃物的
回收，尚存在着行业空白。“充电宝实际上可
以看作一个小型的锂电池，像新能源汽车这
种大型动力电池，在回收的环保、污染方
面已有相关规范，但对于小型的电池，还
没有一个行业的准入条件。”张承龙建议，
可以在新政实施之际，完善相关配套服务和
政策支撑。
令人欣慰的是，多家具备资质的企业积

极回应市民需求。鑫广再生资源（上海）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费先生坦言，此前公司更多
进行一些诸如旧家电等大体量电子废弃物
的回收，因为充电宝的体量实在太小，针对
目前快速增长的需求，公司也愿意开出充
电宝回收渠道。另一家上海伟翔众翼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让市民承担这份损失也不公平，公
司愿意出一些费用来回收充电宝，
目前公司也在积极与一些社区联
系合作，以方便将市民手中的无
3C标识充电宝顺利回收，一
方面能消除安全隐
患，另一方面也能促
进资源再利用。
本报记者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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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本报7版刊发
《充电宝市场3C标识调查》
的报道，聚焦民航新规落地
后充电宝市场出现的种种乱
象，引发社会各方广泛关
注。近期，二手市场大量无
标识充电宝的涌现，更是让
不少市民心生疑惑：机场拦
截下来的充电宝去向何方？
无标充电宝又该如何妥善回
收？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再
次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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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机场恢复寄递服务，不会流入二手市场

医院职工半年“就诊”300次，还要每周驱车30公里带邻居去就诊……

两家民营中医馆涉嫌骗取医保基金

机场拦截充电宝究竟去哪了？

在上海的两家民营中医馆，有人半年“就
诊”300次，甚至每周带上邻居、驱车30公里，
风雨无阻去“看病”……这是怎么回事？原来
吸引他们的，不是名医，而是非法牟利。
今天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披露多起医保诈骗案。其中，一个以定点
医疗机构为主体的医保诈骗团伙，连续数年
骗取国家医保基金超1200万元，被成功打
击。上海虹口警方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34
人，并抓获协助诈骗的本市参保人员59人。

医院法人代表大量开药
去年7月，虹口分局刑侦支队与市医保

局联合排查时，发现上海逸养中医医院门诊
部的医保报销记录中存在大量重复开药与理
疗项目。“参保人员每12天或24天，就会出现
类似的就诊记录，而且大多数参保人员未实
际到医院就诊。”虹口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于碧波介绍，不仅如此，医院法人代表及多位
高管在医保记录中也有大量开药记录。

警方推测，这家医院存在虚假诊疗、串换
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的重大嫌疑，随即成立专
案组开展侦查。

上海逸养中医医院的在职员工赵某，很
快进入了警方的视野。他与配偶虽然只有40
多岁，却频繁看病，在短短半年内就诊超过
300次。不仅如此，家住虹口区的赵某每周都
带着一些邻居开车前往30公里外的逸养中
医医院及上海三针堂中医馆，半年来行程几
乎从不间断。

专案组民警深入三针堂中医馆调查发
现，带队人员将参保人员统一带入诊室，诊室
内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直接要求就诊者签
字后缴费，其间没有任何问诊。而在收费窗
口，参保人员支付的费用均由带队人员发放
的信封统一交付。

串换药品私吞珍贵药材
除了“黄牛”带诊、虚假诊疗外，专案组发

现，这两家中医馆还存在药品串换和套取贵
重药品的违法行为。
管理层工作人员利用自身及亲属的医保

卡开具诊疗记录后，再通过串换药品的方式，
将贵重药材如党参、鹿茸等私吞。有时，他们
也会为“黄牛”带来的参保人员开具价格高达
600至1000元的名贵中药后，通过自己名下
的饮片制药厂给参保人员寄送极低成本的汤
剂，以此留下快递记录，防止被查。
民警很快摸清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

运作模式——团伙成员以严某为首，联合两
家民营中医馆股东、高管，通过威逼或诱导方
式指使医院职工虚假诊疗，由司机赵某、葛某
联合“黄牛”徐某、赵某等人带领参保人员挂
号、配药，再通过严某名下的制药厂串换药品

等手段，骗取医保基金。

协助诈骗参保人员被抓
去年10月，专案组开展了集中抓捕行

动，先后抓获包括严某等民营中医馆高管、涉
案职工在内的主要犯罪嫌疑人34人，当场查
扣他人医保卡31张、现金21万余元以及大量
药品，冻结账户资金120余万元，并将涉案医
疗机构及饮片制药厂情况通报市医保局，完
成全链条打击。
经初步厘清，该团伙在短短两年多时间

内涉及骗保记录5万余条，涉案总金额高达
1200余万元。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严某等
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逮捕。
协助诈骗的本市参保人员也被抓。今年

4月，虹口警方又根据案件线索抓获参保人员
56名，目前相关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市医保局已对涉案的两家民营中医馆

——上海逸养中医门诊部与上海三针堂中医
门诊部暂停医保结算并中止医保服务协议，
同时对涉案制药公司予以停业整顿。

本报记者 杨洁

▲ 卖家不愿透露充电

宝来源

▲ 电子废弃物拆解车间
本报记者 李晓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