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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驻市生态环境局纪检监察组对万
源市某砂石厂开展检查

强化监督检查
守护百姓看病的“钱袋子”

“该医院外三科 5 份住院病历均存在
滥用耗材、用药不规范等违规行为，责令约
谈其主要领导，对 3 名涉事医生进行全院
通报，并依据《四川省医务人员不良执业记
分管理办法（2020年）版》第十八条第十款
的规定分别给予记5分处罚……”近日，万
源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对万源
市中心医院涉嫌不合理使用高值耗材病例
问题进行了处置。该案例仅是我市纪委监
委聚焦“大处方、泛耗材”等医疗卫生领域
突出问题整治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我市医疗系统中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开大处方、过度使用高值医用耗

材的情况，严重加重了群众看病负担。”驻
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郑崇一席话，道
出了群众当前最关切的医疗行业突出问
题。某些医生针对患者轻微的病症，都能
开出一大包药，往往病治好了，药还剩下一
大堆，只能眼睁睁看着过期。对于这类“大
处方”药单，群众颇有不满。而在“泛耗材”
方面，则同样存在着一些手术指征把握不
严（介入诊疗）、无指征使用手术材料（止血
材料、防粘材料等）、过度使用（螺钉、缝线、
膜等）、引导患方选用进口昂贵耗材未优先
选用国产耗材等行为。

“通过建立合理用药、合理使用高值医
用耗材长效工作机制，才能切实维护群众
的健康权益。”市卫健委医政医管与药物政
策科科长吴海名表示，针对“大处方、泛耗
材”的问题整治，多部门联动采取日常监督
检查、自查自纠、“三医监管”、群众举报等
方式挖掘问题线索，多管齐下确保实效。

“我们开出5味药的‘长效处方’，巩固
行业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成效。”据吴海名介
绍，市卫健委将医疗机构综合巡查、病例集
中评价及处方点评、医疗质量督导检查、业
务培训和医德医风考评及不良行为记分管
理等5种方式作为医疗机构及医疗服务行
为日常监管管理的手段，整治大处方、泛耗
材、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收费及违规招投标
和套取骗取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利益问
题，作为日常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坚持
发现一起，整治一起，查处一起，持续肃清
行风扬正气。”

重拳出击
整治卫生健康领域腐败问题

“欺诈骗保行为是此次行业领域突出
问题系统治理工作的重点，我们采用日常
走访巡查、暗访检查、智能监管等多种方
式，全面排查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同步建立
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据驻市卫健委纪检
监察组副组长李伟介绍，为聚焦医疗机构
内外勾结骗保行为，严格管理，增强行业自
律，市纪委监委联合卫健委、医保局、市监
局和公安等部门齐抓共管，形成打击合力。

检查组通过进大厅、进医院、进药店等
方式，对我市医院进行随机抽查，发现两家
民营医院存在欺诈骗保和使用非医卫人员
执业的现象。“通川区仁爱医院院长张某、
医保办主任伍某诈骗罪一案，最终张某被

判处有期徒刑3年，处罚金1万元；伍某被
判有期徒刑2年，处罚金7000元……”“通
川区康城医院，聘请非卫生技术人员王某、
刘某、陈某三人，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
也无执业医师代教的情况下单独从事诊疗
活动，并在病历中模仿笔迹冒签执业人员
名字非法行医一案，对违法行为人王某、刘
某、陈某分别行政处罚7.5万元、5.5万元和
6万元。康城医院明知三人无医师执业资
格，仍聘任其在院开展诊疗活动，吊销通川
区康城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处
其法定代表人吴某0.5万元的行政处罚罚
款。”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以及对违规单
位的公开通报批评，对医保领域的违规违
纪违法行为形成了有效震慑。

形成社会合力
打好医保领域监管工作“持久战”

在医保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上，建
立群众监督平台亦是监管中的重要一环。
市卫生健康委信访办负责人陈瑜告诉记
者，去年 10 月，我市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都建立了医德医风信息化监管平台。
群众可以通过医院评价终端、手机APP、扫
描二维码等方式进入平台对医疗机构和医
务人员的医疗服务行为进行满意度评价和
违纪违规行为投诉举报。“在有效解决群众

‘投诉无门’现象的同时，亦有效抑制了欺
诈骗保行为。”

为营造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行业
风气，加强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
机构党风廉政建设和医德医风教育，驻市
卫健委纪检监察组联合市卫健委多次组织
专题法制培训、召开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暨行风建设工作会。同时，公
开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典型案例、重大问
题，对治理过程中发现的共性问题、暴露的
薄弱环节深入分析，找准制度机制层面存
在的问题，不断完善制度规范，堵塞漏洞。

整治乱象既要出重拳，也要下猛药；既
要严管，强化医疗行业自律，也要重罚，以
此抬高违法成本。市纪委监委坚持把找准
问题贯穿整治始终，通过挖掘举报线索、暗
访检查等形式，拉起天罗地网，实施精准打
击，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撑起“安全之伞”，
促进卫生健康行业行风健康发展。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曼琦

助推卫生健康行业领域政风行风转变

“我要举报：某医院产科大夫收‘红包’……”
“我要投诉：某民营专科医院工作人员未

取得医师执业资格，单独从事诊疗工作……”
“我要检举：某医院制作假病历，违规向医

保部门报销，骗取医保基金，并给相关人员分
成……”乱收费、过度诊疗、违规执业、医疗欺
诈骗保等现象已成为民生之痛。这些隐藏在
灰色地带的“潜规则”，让多少人一想到医院，
就连连摇头。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今年5月，我市开
展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工作，达州
市纪委监委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党风廉政建
设暨行风建设工作会议上郑重而响亮地提出：
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处方、泛耗材”等
问题，重点整治医疗卫生行业各类违规违法执
业行为和医疗欺诈骗保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健康权益。

一场由市纪委监委牵头，卫健委、医保局、
中药管理局等多部门高效联动，持续时间长达
6个月的卫生健康行业领域专项整治行动由此
拉开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