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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

中纪委亮剑
医药反腐

今年已有逾150位
医院院长、书记被查

2023年以来，我国医疗领域的反腐
力度空前。仅仅7个月，已有超150位医
院党委书记、院长落马，数量已超过去年
全年的两倍。四川、安徽、广东等省份成
为反腐的重点地带。不少地方呈现出腐
败链条长、窝串案频发的特点。

除了“落马”的院长、书记之外，被查
的科室主任更是众多。今年5月31日，山
西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医
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介入导管室主任徐波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纪检监察
组纪律审查和长治市监委监察调查。截
至发稿，对于徐波的调查还未公布任何
结果。而进入下半年，医疗反腐的浪潮
仍在席卷全国。

近日，广东、广西等地医院内部印发
相关文件，加强医疗反腐自查力度。记
者了解到，这些文件是配合今年5月国家
十四部委联合发布的《2023年纠正医药
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
点》具体落实的。

上个月，辽宁省卫生健康委等13个
部门也联合印发《辽宁省2023年纠正医
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
要点》，要求健全完善行风治理体系，重
点整治医药领域突出腐败问题。

记者了解到，随着疫情过去，今年以
来医疗领域学术活动强劲复苏，邀请专
家进行学术交流、传授知识，并支付一定
的劳务报酬，是业内的普遍做法。

“正常的学术会议是一种促进学术
合作交流的必要活动，只要合规就行。”
南方地区某三甲医院方面人士说：“目前
我没有听说有哪些地方的会议因为新文
件的出台取消，我们医院自己的学术会
议也正常召开。”

今年以来，医疗领域的学术会议确
实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据某企业相关人
士向记者透露，现在几乎每周都会收到
五六个会议的赞助邀请。“赞助已经到疯
狂的地步，全部参加肯定承受不了。”他
对记者表示。

以记者获得的一份今年9月某地举
行的学术会议为例，企业赞助费用在5万
元至120万元不等，卫星会的赞助费用在
10万元至25万元不等。

赞助虽然是企业的自愿行为，但是
也有企业表示，一般如果收到医院的活
动赞助邀请，企业碍于情面总是“很难拒
绝”，通常情况下都会支持一下。

国家飞检组已追回
医保基金7.2亿元

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2022年度医保
基金飞行检查情况显示，截至2023年6
月，国家飞检组方面，已追回医保基金7.2
亿元，对16家定点医疗机构处行政罚款
1.2亿元，对7家定点医疗机构处违约金
2525.1万元。此外，2022年全年省级飞
检共检查定点医疗机构2756家，处理违
法违规违约定点医疗机构2413家，追回
医保基金19.8亿元，处行政罚款1.6亿元，
处违约金等1.5亿元。

据第一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消息，7月28日，纪检监察机
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
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
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集中整治医药

领域腐败问题是推动健康中
国战略实施、净化医药行业生
态、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必然
要求。

加大执纪执法力度，紧盯
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

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集中力量
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
形成声势震慑。把握政策策
略，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
依法，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最大限度地教育人、挽救

人、感化人。强化以案促改，
推动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
化工作落实，精心组织实施，
交出一份让党中央放心、让人
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重拳出击2
“零容忍”！10部门集中整治医药领域腐败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7月21
日发布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
委会同教育部、公安部、审计
署、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
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
局，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
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医药领

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会议强调，医药领域腐败

问题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形
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处腐
败，大力营造风清气朗的医药
领域发展环境。要进一步站

稳人民立场，切实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压实主体责任，形成
工作合力，针对医药领域生
产、供应、销售、使用、报销等
重点环节和“关键少数”，坚持
标本兼治、纠建并举，坚持较
真碰硬、宽严相济，深入开展
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

覆盖的系统治理，进一步形成
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为畅通问
题线索途径，“互联网+”行风
评议平台同步在国家卫生健
康委网站上线。

重拳出击3
14部门联合发文 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

今年以来，医药、医疗领
域反腐败一直呈高压态势。

5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教育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商务
部、审计署、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
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
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
委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
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
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
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此外，本次配套发布的
文件还有《调整纠正医药购销
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
部际联席工作机制成员单位
及职责分工的通知》，重点对

纠风部际工作机制成员单位
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9个增
加到14个部门，进一步明确部
门职责分工，切实落实行风治
理责任。

而此次国家10部门将针
对医药领域腐败问题开展为
期一年的集中整治，重点聚焦
医药领域生产、供应、销售、使
用和报销等重点环节和“关键
少数”，对医药行业全领域、全
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最
终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不论是从整治时间跨度
上，还是从“系统治理”“一体
推进”整治思路上，足见此次
既要治标更要治本的决心。

在医药全链条中，此前销
售环节形式多样的“带金销
售”问题突出也广受诟病。近

年来，国家一方面通过带量采
购等方式加大从源头治理，一
方面通过各种制度监察加大
精准打击力量。

比如上述《通知》提到，要
严打医药产品销售过程中，各
级各类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
与之关联的经销商、医药代
表，以各种名义或形式实施

“带金销售”，给予医疗机构从
业人员回扣、假借各种形式向
有关机构输送利益等不正之
风问题。

此前，国家卫健委、工信
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
印发2022年纠正医药购销领
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
作要点的通知》中也强调，对
于医药购销领域非法利益链
条，要从“产销用”各环节共同

发力打击违法行为。对于生
产环节，严惩前置套取资金行
为，防范将“回扣”资金的套取
从流通环节转移至生产环节，
严厉打击套取资金用于药品
耗 材 设 备 回 扣 、商 业 贿 赂
行为。

近日，四部门发布《2023
年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
作方案》，标志着2023年医保
基金飞行检查工作启动。今
年针对定点医疗机构，主要检
查内控管理、财务管理、药品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执行情况、
医保基金使用过程中涉及的
医疗服务行为和收费行为等。

针对定点零售药店，主要
检查是否存在违规刷卡、伪造
信息、串换收费、为非定点机
构结算医保费用等行为。

重点关注
集中整治工作将针对临床医生、医院院长等“关键少数”

今年全国医药领域腐败
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还将针对

“关键少数”。那么谁是“关键
少数”？

其实，通过近年来各级纪

检监察部门通报的医疗领域
腐败案例可见，在医药购销领
域非法利益链条上，临床医
生、药剂科、医院院长等关键
人物成为企业主要的“围猎”

对象。此前，据公开信息不完
全统计，今年第一个季度已有
62名医疗卫生系统人员被查，
其中更有36名医院院长落马。

尽管目前医药带量采购

已制度化、常态化实施，医疗
机构的话语权被弱化，但在药
品进院环节，这些“关键少数”
依然能发挥影响力，因此他们
仍将是整治的重点对象。

这些医疗领域乱象
将被重点整治

利用紧缺医疗资源或检
查、手术等诊疗安排损公肥
私牟取个人利益

强推基因检测或院外购
药等第三方服务

接受网上开药提成
违规直播带货获利
利用执业开单提成
违规转介患者
利用执业便利或职业身

份，假借学术活动名义，收
受“红包”、回扣……

重拳出击1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

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每年都开展，以前是九部委
部际联席会议，今年增加到了十四部委。现在中纪委国家监委也开始
介入医药腐败问题整治工作。这些都显示着今年的医药反腐比往年力
度要大得多。

医疗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才能
有效解决。期待此次国家重拳出击，同时推进医疗改革，为百姓提供安
全、高效、公平、便捷的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