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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维修”问题多

近日，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小靳维修空调时遇到

了麻烦。由于家里的空调制冷效果不理想，他通过网

络平台找到维修人员来加氟。加氟的4台空调中，两台

制冷效果有所提升，但另两台空调加氟后没有效果。

“当时维修的师傅说，半个小时以后就好了。但一直到

晚上，空调还是不制冷，第二天也还是不行。我联系维

修店，他们却说没时间来看，让我先等着。”小靳支付维

修费一共650元，他向维修人员索要维修凭证及票据，

维修人员却并未提供，也没有明确的收费价格表。回

想起来小靳顿生怀疑，“怕是遇上了山寨维修”。

高价更换配件、耗材，是“山寨维修”宰客的常用手

段。由于家电维修涉及专业知识，消费者不懂技术，

“山寨维修”往往看人下菜，漫天要价。不少山寨维修

店，还会刻意夸大家电故障问题的严重性，过度维修，

进而从中牟利。

“山寨维修”不仅使消费者蒙受经济受损，甚至可

能给家电使用埋下安全隐患。北京海淀区海尔电器官

方售后维修点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涉及一些核心配

件的维修更换时，“山寨维修”为了节约成本，常常使用

来路不明的小作坊配件，售后无法得到保障不说，可能

还会引起电器更严重的问题，甚至威胁消费者人身

安全。

家电维修“正规军”萎缩

通过官方售后维修点的正规维修，一般有较规范

的收费标准，对维修责任和质量可以溯源。然而，为什

么很多消费者并不选择正规维修，而选择“山寨维

修”呢？

首先，图方便省事是很多消费者的普遍心态。“我

也不知道维修到底正不正规。但坏个空调，几年也碰

不到一次，过了三包期后，随便在网上查找一个电话或

者在小区附近找一个维修点就修了。”小靳告诉记者。

而在“便民性”上，一些正规的售后维修远不如“山

寨维修”。记者了解到，有的家电品牌一个市辖区仅有

1—2个正规的售后维修点，甚至全市范围也仅有几个，

人手也十分有限，派不出人以及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待

维修等问题较为突出。与之相比，“山寨维修”数量多、

分布广，其广告宣传、承揽业务也是不遗余力。

“随着租金提高、运营成本增加，现在正规家电维

修的门店逐渐减少。正规维修缩水，所以很多市场份

额让给了‘山寨维修’。”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理

事会主席团副主席郭赤兵告诉记者，随着家电产品质

量的提升，三包期内正规家电售后的维修量已大大减

少，只占据家电产业利润的很小一部分。加之消费观

念变化，家电产品如今流行“以换代修”等因素，正规的

家电维修正在萎缩。

正规维修待重振

为了规范家电维修市场，2012年起施行的《家电维

修服务业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家电维修经营者应在经

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营业执照，明示服务项目和家电

配件的收费标准、质量规范、质保期限以及投诉电话。

但近年来，“山寨维修”的“版图”不断扩充，正规维修亟

待重振。

有业内人士表示，现在很多品牌在官网公布的维

修点虽明确标注了某电器公司，但实际上这些售后点

的规模、实力参差不齐。为此，专家建言，生产厂家应

对指定维修点加强监管，增强力量，创新售后服务方

式，比如建立直营的“快修快赔点”等。同时，各级商务

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相关市场的监管力度，对损害消

费者权益的“山寨维修”重拳整治。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提醒消费者，要擦亮

眼睛，警惕“山寨维修”。对于上门服务的维修人员需

预先出示配件价目表，告知需要收费项目。如果维修

人员没有预先告知，消费者应主动询问相关收费项目。

新华社 彭韵佳 赵丹丹 陈弘毅 龚雯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发布《关于开展新一轮长期护

理保险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纳入保障范围。

长护险作为一项社会保险制度，为失能人群提供

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惠及大量失能老人。2016年启

动试点，目前已覆盖全国49个城市、1.45亿人。这项正

在稳步推进的政策，让更多失能老人能够享受有尊严、

有质量的晚年生活照护。

试点6年覆盖1.45亿人

86岁的寇素静家住吉林省长春市，由于患有脑血

栓，生活无法自理，老人子女长期照料母亲力不从心。

老人于2021年入住一家定点医疗照护机构，日常生活

得到照护。根据长春市长护险政策，每月5000余元的

护理服务费用，长护险基金支付近3000元，她自己支

付2000余元。

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约有4000万人。长

护险是针对失能人群推出的一项制度安排，为被保险

人在丧失日常生活能力时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

类似寇素静这样的重度失能人员，正是长护险的优先

保障对象。

2020年9月，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扩

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在2016年启

动首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基础上，新增14个试点

城市（区），试点城市达49个。

“目前试点总体运行平稳。”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

司司长樊卫东介绍，试点城市明确了失能评估标准、保

障项目范围与待遇标准、支付方式、管理运行等规定，

政策框架基本搭建完成。

6年间，随着试点城市数量增加，长护险的覆盖面也

在不断扩大。在初期，多数试点普遍以职工长护险为切

入口，目前逐步扩展到城乡居民和灵活就业人员等。

樊卫东介绍，长护险试点6年来，全国已覆盖1.45

亿人，累计待遇享受人数约172万人，人均报销水平约

每年1.6万元，基金支付占到个人基本护理费用负担的

70%左右。

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两类服务

在试点城市，长护险筹资主要包括按比例筹资和

定额筹资两种方式。

以长春为例，试点阶段，职工长期护理保险按比例

筹资，单位和个人缴费按同比例分担，比例各为0.1%，

职工年人均筹资约130元；起步阶段，城乡居民长期护

理保险缴费标准每人每年12元，其中个人缴费10元，

财政补助2元。

江苏省南通市长护险属于定额筹资，职工和居民

筹资标准均暂定为每人每年100元，其中个人缴纳每

人30元、医保统筹基金筹集每人30元、政府补助每人

40元。

据了解，在试点初期，各试点地区整个筹资中医保

基金占了将近九成。试点过程中，各地在国家医保局

指导下，在待遇设置上充分考虑基金承载能力等因素，

优化调整筹资结构。如今试点地区筹资比例中，医保

基金已经降到六成左右。

记者采访发现，各试点地区长护险主要为长期失能

人员提供两种保险服务，包括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

活照料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随着长护险运行逐步成

熟，各试点地区也在积极调整长护险涵盖的服务项目。

上海市为长护险服务对象提供27项基本生活照

料，以及鼻饲、压疮伤口换药等15项常用临床护理；长

春为首批4000余户失能家庭提供上门生活照料和相

关医疗护理服务，内容包括10项家庭自行护理较难开

展的生活照料项目和8项需求度较高的医疗护理项目。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长护险试点为护理机构

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了一二级医疗机构转型

发展养护养老服务，优化了现有医疗资源配置。

樊卫东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为长护

险提供服务的机构新增了近5000家。试点起步阶段

从业人员不到8万人，现在直接提供长护服务的从业人

员已接近30万。

进一步统一评估标准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试点。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长护险试点工作

成效明显，但在多渠道筹资机制、评估标准落地、服务

有效供给等方面仍待优化。

全国大部分试点城市建立了单位、个人、医保基

金、财政等多渠道筹资机制，但医保基金仍被过多倚

重，且筹资水平地区间差异明显，国家层面需进一步

规范。

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是长护险待遇享受和基

金支付的重要依据。但许多地方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

定内容简单、形式单一，分级临界点易产生争议，如何

确保失能评估的公正和客观成为当务之急。国家医保

局、民政部于2021年8月印发《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

标准（试行）》，2022年1月印发配套操作指南，为推动

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为统一

护理等级评定、服务质量评价等标准打好基础。

解决失能老人照护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既需

要充分发挥基金战略购买作用，同时也需要市场能够

提供专业、优质的照护服务，让失能老人能够享受有尊

严、有质量的晚年生活照护。

专家建议，应当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

险服务项目清单和指导目录、长期护理保险服务质量

评价标准，明确并规范服务项目的内容与标准。同时，

鼓励试点地区将城乡居民纳入长护险保障范围，并借

助第三方监管机构的力量，加强对险金使用、服务质量

等进行有效评估。

家电维修迎来旺季，“山寨”维修坑害消费者

“山寨维修”乱象丛生，家电“正规军”去哪了？
《工人日报》刘兵

进入酷暑季节，空调、电冰箱和热水器等家用电器高负荷运转，很多居民家中的电器出现需要维修的

状况。随着维修需求的增多，“山寨维修”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山寨维修”服务既没有为消费者解决问

题，又使消费者遭受经济损失，有的甚至可能给家电使用埋下安全隐患。

“山寨维修”乱象丛生，家电维修“正规军”去哪了？近日，记者采访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家电维修

“正规军”正在萎缩，且规模有限、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山寨维修”攫取了大量市场份额。

长护险：49个城市试点 保障更多失能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