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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诚聘市政、建筑工程技术员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SEI）隶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是集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技术咨询、设计、设备采购、施

工管理和监理、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服务、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国际型工程公司，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具有50多年的发展
历史，长期致力于中国石化工业的建设、创新与发展，承担设计和建设的大型炼油、石油化工生产基地遍布全国各地。现因
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诚聘管理、技术精英。愿您的加入给我们带来新的活力，我们也将为您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日，网络上出现了不少兜
售伪造“病假条”的情况。根据请
假时间的长短、提供资料的多少
和“高低端”版本的不同，伪造假
条的价格区间从 50元到 500元
不等，销量较好的卖家一周能卖
出四五张。记者调查发现，一张

“定制”“病假条”可在5家企业成
功请假。将“病假条”拿到医院与
真实假条相对比时区别不小。律
师表示，制造假“病假条”不仅涉
嫌私刻公章罪，购买者还会因违
反劳动法等相关规定受到处理。

百余元可买“病
假条”，配全套就诊手
续

“请假和开诊断病例的来，
全国可，不接急单。”“可办理医
院：‘同仁’、‘积水潭’、‘中日’、

‘朝阳’、‘协和’、‘301’等多家。
需要的私聊，过几天增加军区总
医院。”“医院和病情自己决定，
全国包邮。”在网络社交平台上
输入“假条”这一关键词，类似的
伪造“病假条”介绍随处可见。多
数广告讯息，发布在朋友圈、QQ
群和微博等社交平台中。

记者按照介绍的方式联系
了 3 位卖家，提出想购买一张

“病假条”。在如何根据休息时间
选择合适的病情时，其中一位卖
家提供了电子文档，详细介绍了
病例与诊断证明案例。如“科别：
骨科。诊断：颈椎病，关节突出引
发肩周炎，并伴有头晕、呕吐等
症状。建议：休息一周，配合药物
治疗，休息静养，不宜运动，不适

随诊。”此卖家介绍，通过此文
档，可以比较详细地了解需要定
制的伪造“病假条”中，病情所属
的科别以及其他专业资料。

另一位卖家同时跟记者表
示，他那儿有“真‘病假条’”，并
配有全套就诊手续，包括化验
单、病例、发票、病假单等，价格
也要高些。“普通的 150元左右
就可以，像我们家这种高端版本
的价格就得500多元。”

一位“假‘病假条’”售价在
200 元左右的卖家介绍，“只需
提供姓名、年龄、医院、病情、医
师名字，以及确诊日期，任何医
院都能办。一切都可私人定制”。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与有着
近 300人的“北京假条”QQ群群
主沟通后得知，此卖家一周能出
售大概4张至5张“病假条”。“我
的销量算是很高的，一般临近放

假的时间点，购买假条的人数比
较多。”

用假“病假条”在
5家企业、1所学校请
假成功

记者从一处商家“购买”了
价格为 200 元的济南某医院假

“病假条”，假“病假条”中详细记
录了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就
诊科室、就诊类型、病情诊断等
多项数据内容，并且在此假条右
下角处还有医师签名与医院公
章。

记者询问了 5 家公司的人
事专员后，这张伪造的“病假条”
均可成功请到病假。某公司人事
专员表示，“这张“病假条”看着
不像是假的，只要看到有医院公

章与医师签字，就会批准请假申
请。我们就直接上传到公司内部
的请假软件系统，再定期抽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学
生也是假“病假条”的需求者。有
同学表示自己有过买假“病假
条”请假的经历，并且成功请到
了病假。济南某学院一位老师表
示，“假条上有盖章，所以应该会
准假。毕竟学校本身也没有精力
去核实这类事情的真伪。学校现
在有部分学生是在线上平台请
假。如果学生拿的是纸质假条，
只要有医生的签名与医院的盖
章，学校基本上都会准假”。

真假“病假条”大
不同，“病假条”造假
涉嫌违法行为

记者网上购买的假“病假
条”所列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
这张假条一眼就看出是伪造的

“病假条”，因为无论是格式还
是内容，都和医院真“病假条”
差别很大。“我们医院的假条大
部分内容都是手写，并且有医
师盖章。此假条只是在盖章上
比较相似，其余的内容均不符
合。”同时该医生表示，医院所
开具的所有“病假条”，其实都
可以通过医院查询到诊断记
录。“像我们医院的‘病假条’是
先由医生手写，签字盖好医师
个人章，再由门诊护士进行核
查，然后再盖好医院证明假条
专用章。”

对于伪造假条，山东泉舜
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康康表示，
如果请假所出示的“病假条”与
公章是伪造的，涉及到私刻公
章罪，这种行为侵犯了我国公
共单位合理用章的权益保护。

如果虚假“病假条”的诊
断证明与公章是真实的，这就
说明医院内部存在监管不利
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用章
和病例制作的规范管理。同时
劳动者通过购买或委托他人
制作虚假诊断报告，应按照劳
动法相关规定以旷工情况处
理，情况严重者可能会面临辞
退。此外，记者建议有关部门
和机构应该加强对病例假条
的监管，用人单位和医院可加
强沟通，完善相关诊断报告及
病例“病假条”等内容的核实
机制。

据《新时报》

揭秘假“病假条”产业链：

一张卖到500元，还可私人定制

当今，形形色色的保险已经
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然而，你
真的读懂“保险”了吗？当意外发
生时，保险合同是否真的会像保
险公司推销时所描述的那样“保
险”？近期，天河法院就审理了这
么一起保险合同“不保险”的保
险公司拒赔案。

“重病”到底谁说
了算?

据介绍，2015年 8月，劳女
士投保了某保险公司的“TK全
能保(2015)保障计划”，保险金额
为 10万元。2019年 3月，劳女士
突发晕厥入院治疗，被医院诊断
为心肌病、频发室性早搏（右室
流出道中间隔起源、右室调节束
起源）、心室颤动。住院期间，劳
女士进行了“ICE超声导管引导
下射频消融术”并植入了心脏起
搏器，更一度被下达病危通知
书，她为此共花费了医疗费 27
万余元。

出院后的劳女士遂向某保
险公司申请理赔，某保险公司却
以“不符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严
重心肌病标准”为由拒绝理赔。
于是，劳女士将某保险公司起诉
至法院，要求某保险公司承担保
险责任,支付保险赔偿10万元。

对此，保险公司辩称，系因
劳女士提供的医院病历材料无
法证实其所患“心肌病”符合保

险合同中的“严重心肌病”情形。
而且，保险合同条款中已就“严
重心肌病”给予了具体定义，就
保险条款及病历的描述，两者的
疾病特性明显并不相符。因此，
劳女士所患疾病不属于保险责
任范围，保险公司拒绝承担保险
责任于法有据。

经审理，天河法院认为“严
重心肌病”争议条款无效，被告
保险公司依据该条款拒赔理据
不足，劳女士所患心肌病理当属
于案涉重大疾病保险承保范围，
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
同约定，向原告劳女士支付保险
赔偿金10万元。

某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一审判决。

“严重心肌病”条
款缩限过于苛刻

天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
官瞿栋表示，根据《健康保险管
理办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条，保
险公司拟定医疗保险产品条款，
应当尊重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
疗服务的权利；约定的疾病诊断
标准应当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
标准。根据现有医学标准，心肌
病分为原发心肌病和继发心肌
病，其中原发心肌病又分为扩张
型心肌病、肥厚型心肌病、限制
性心肌病和未定型心肌病（隐匿
性心肌病）四种类型。

本案中，“严重心肌病”是保
险公司自行选择承保、自行定义
的重大疾病。案涉保险合同将

“严重心肌病”定义为“左室腔扩
大至少达到正常值上限的120%
且左室内射血分数持续性低于
40%”，其实属于只有在原发性
扩张型心肌病，以及继发的冠心
病导致的缺血性心肌病或者心
脏瓣膜病等部分心肌病中才会
出现的后遗症。该条款令案涉保
险合同的赔偿标准变得极为严
格，将赔付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点。保险公司凭借劳女士“心功
能测量 EF(﹪)60且房室腔大小
正常”的医院检查记录，判定其
不符合“严重心肌病”的承保责
任标准，明显超出一般人预料。

但事实上，劳女士因“心肌
病”进行了手术治疗、植入心脏
起搏器，更一度被下达病危通知
书，并为此支付了 27万余元的

巨额治疗费，其病情明显已达严
重程度。可见，案涉保险合同约
定的“严重心肌病”争议条款缩
限过于苛刻，存在不合理。

保险公司没有尽
到提示说明义务

劳女士之所以投保该公司的
“全能保障计划”是为了防范未来
患病的风险、期待患病时获得保
险经济赔偿。在签订合同时，保险
公司在承保时理应知道该份保险
合同的订立目的及劳女士投保的
合理期待。所以，劳女士理所当然
地相信在罹患保险公司承保的疾
病时，能够及时从保险公司处获
得相应的经济赔偿。

但案涉保险合同却将“严重
心肌病”缩限为“左室腔扩大至
少达到正常值上限的120%且左

室 内 射 血 分 数 持 续 性 低 于
40%”，明显超出了一般人在订
立合同时的预料，而保险公司对
于这一条款的“特殊限定”亦未
尽到充分说明与明确提示。因
此，该条款排除了劳女士在投保
时的合理期待，与其签订保险合
同的目的背道而驰。

“格式条款”符合
法定无效情形

我国法律法规对“格式条
款”的无效情形作了具体规定，
其中就包括了“提供格式条款一
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案
涉保险合同中关于“严重心肌
病”争议条款为保险公司事先拟
好的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将承保
范围进行了苛刻缩限，减轻了其
自身应承担的责任。

该条款排除了劳女士依据
保险合同所应享有的权利，危及
其签订合同目的的实现，使得劳
女士支出巨额医疗费用后却不
能如期获得保险合同的保障。案
涉的“严重心肌病”的争议条款
不仅符合“格式条款”法定无效
情形，还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
中约定俗成的道德准则，也是

《保险法》中的重要原则。因此，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条款应认
定无效。 据《信息时报》

身患心肌病被下病危通知

一女士竟因“病不够重”遭保险拒赔

网上类似的伪造“病假
条”介绍随处可见。记者手中的假记者手中的假““病假条病假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