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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 14 日发布
2023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与上年同
期相比，餐饮食品、酒类等25大
类食品抽检不合格率有所降低，
但特殊膳食食品、茶叶及相关制
品、蔬菜制品等8类食品抽检不
合格率有所上升。

2023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
管部门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2921763批次，依据有关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等进行检验，发现不
合格样品70174批次，监督抽检
不合格率为2.40％，较2022年同
期下降0.11个百分点。其中，第
二季度监督抽检不合格率为
2.49％。

从抽样食品品种来看，消费
量大的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肉制品，蛋制品，乳制
品等5大类食品，监督抽检不合
格 率 分 别 为 0.43％ 、0.53％ 、
0.76％、0.15％、0.16％，均低于总
体抽检不合格率。

从检出的不合格项目类别
看，一些不合格项目占抽检不合
格样品总量为：农药残留超标
42.98％，微生物污染14.67％，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13.06％ ，有 机 物 污 染 问 题
9.21％，兽药残留超标7.83％，重
金属等污染6.46％，质量指标不
达标4.92％。

（据新华社）

“一台直线加速器回扣1600万”
的微博热搜，源自今年5月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的一篇曝光文章，云南省普
洱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杨
文俊和原党委委员、副院长杨文红，
与供应商称兄道弟，肆意吃请玩乐、
收受礼品礼金。一台进口价1500万
元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医院以
3520万元买入，远远高于同期市场
价格。而其中，杨文俊拿了1600万
元的回扣！

截至8月10日，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全国至少有168名医院现任或
者原任院长、书记被查，数量已超过
去年全年的两倍。这些落马被查的
院领导大多来自县级或者地级市公
立医院，但其中，也不乏三甲医院院
领导。

医院领导为什么会与供应商打
得火热，甚至最终禁不住诱惑身陷囹
圄呢？

据某医药公司负责人透露，以
药品流通环节为例，药品从研发之
初，就需要找医生、药师参与前期研

发。而药品研发完毕，为保证新药
的安全性和药效，就要找更多的医
生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成功
后，药企一般都会为新药上市召开
发布会或学术研讨会。此时，药企
会在全国范围内邀请更多的医院领
导、知名专家参与其中，除了了解新
药外，药企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他们
为新药上市站台。

“这个过程本身没什么问题，但
在这些合规的、频繁的工作交集中，
医生与药企医代表之间的连接越来

越紧密，关系越来越‘铁’。”该负责人
表示，两者关系的拉进，为进一步的
利益绑定提供了基础。

“从法律大数据角度反馈，医疗
腐败主要集中在商业贿赂上，涉及医
院采购、医院统方和医生处方等环
节。”河南零度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华
丽律师介绍，“近年来此类案件出现
了一些新特点，如行贿对象更广、行
贿手段和方法更隐蔽、行贿目的更间
接，医疗行业高定价、高费用、高回
扣、高毛利也随之产生。”

院长为何敢收供应商1600万元回扣？
近日，一条内容为“中纪委曝光一台直线加速器回扣1600万”的话题，迅速“引爆”网络，登上微博热搜榜榜首。一名网友评价道

“医疗反腐、刻不容缓”，成为话题词下的高赞评论。当前这轮医疗反腐的背景是什么，医疗行业的腐败如何滋生，而反腐的重拳又将
砸向何处？8月11日，记者对话多名业内人士，试图揭晓这些疑问。

医药领域内风声鹤唳，这种局面
源自2023年开年，国内医疗领域反
腐重拳便频频砸下。

2023年1月5日，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发布《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持久战》一文，指出要进一步
深化民生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集中纠治包括医疗、
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领域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

5月10日，国家卫健委等14部
门联合发布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
领域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工作要
点》，“纠风”成员单位也从9个增至
14个。

而进入7月后，国家医保局等4

部门、国家卫健委等10部门更是分
别就医疗保障基金、医药领域腐败问
题展开检查整治行动。此外，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召开动员会，部署纪检监
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
问题集中整治，并在其网站发文指
出，“单位行贿行为多见于权力集中、
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三集’领域，
医疗卫生便是其中之一”。

某三甲医院主治医生告诉大象
新闻记者，医药代表作为医药公司和
医生之间的纽带，通过有效地推介新
药品、器械，在产业链上发挥着应有
的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医代
和医生并非是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所
以很容易从销售角度形成利益共同

体，而非从产品自身优势、性价比这
一初衷进行考量——这的确需要通
过监督检查，进行有效地遏制。”

“德不力辅以重法，因此，根据医
疗腐败的特点，加大医疗贿赂打击力
度，严查医药主体，杜绝股权交叉、隐
名持股、企业关联等现象，才能在一
定程度上起到正本清源的效果。”王
华丽律师表示，医疗腐败长期存在，
关乎民生，影响重大。国家在医德建
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始终不遗余力。
医疗反腐力度的加大，最终会推动医
疗行业健康发展，这不仅仅能让患者
获益，也能为医药企业创造出一个良
好公平的市场环境，也让医生更多地
被社会尊重。 （大象新闻）

医疗反腐重拳不光砸向了医院
的院长、书记，同样也砸向了医疗企
业，陆续有医疗公司实控人被查，引
发股价下挫。

7月3日，医疗卫生信息化龙头
企业卫宁健康披露，公司实控人、董
事长周炜因涉嫌行贿罪被立案调查
及实施留置，当日公司股价跌停。7
月31日，抗血清抗毒素领域的生物
医药企业赛伦生物披露，公司实控人
之一、董事长范志和涉嫌职务犯罪被
实施留置并立案调查。

据万得平台A股资料显示，2022
年，A股488家医疗企业共支出销售
费用3523亿元，其中92家企业去年
的年销售费用超过10亿元，平均每家
医疗企业年销售费用约为7.2亿元。

“作为一项开支，我们却唯恐销
售费用不够高。”有着近十余年从业
经验前医药代表张贤伦（化名）向记
者透露，医疗企业的销售费用，包括
市场推广费、业务招待费及销售团队
薪酬等费用。

“赞助医院搞学术活动，配合医

生搞科普活动，这都是明面上的开
销，目的是为了拉近和院领导以及医
生的距离。”张贤伦坦言，“拉近距离”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金钱开路”，想方
设法替院领导和医生支付差旅、招待
等各种费用，“目的就是熟络了之后，
方便更深程度地‘打点’他们，从而促
使自己公司的产品进入医院。”

“其实，实行药品零差价和带量
采购之后，药品上的提成已经少很
多，现在只是在小品种药品、部分中
药、医疗器械、耗材上存在一些销售

提成。大部分药企的销售费用，还是
花在了产品能够进入医院的‘入场
费’上。”张贤伦坦言：“药效都差不多
的情况下，凭什么选择你的产品？这
就要看你和院长、科室主任、药剂科
这些有准入话语权的人，关系有多

‘硬’了——也就是双方利益绑定程
度有多深。”

此外，他还透露，如今医疗反腐
的背景下，“不少医药代表被客户拉
黑，不得不暂时停止推广工作。很多
学术会议也宣布延期。”

一台让院长得到1600万回扣的机器

一笔笔唯恐数额不够高的销售费用

一记记精准砸下的反腐重拳

25大类食品抽检
不合格率有所降低

掺茶师傅为客人表演“悬壶高
冲”（7月31日摄）。

鹤鸣茶社可以称得上是成都
茶馆里的翘楚。成立于1923年的
鹤鸣茶社，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是
成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茶馆之一。

走进成都人民公园，落坐鹤鸣
茶社，赏花、品茶、采耳，感受最成
都的“巴适”生活。如今，在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新语境下，鹤
鸣茶社已成为市民游客感受“成都
式”生活的必“打卡”地。

（据新华社）

成都成都““网红网红””鹤鸣茶社鹤鸣茶社100100周岁了周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