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县试点县级公立医院年底前取消药品加成；市民担心医院增加医疗服务费等来增收

“就怕药费降了，总花费却没减”
本报记者 李德领

山东省30个县试点取消药品
加成，单县是试点县之一，其辖区
范围内的县级公立医院也将在12

月31日前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据悉，目前国家公立医院实

行药品加成的政策，允许公立医
院将药品加价15%后向群众提供，
以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比如说，
一盒药品的进价为100元，医院卖
给患者时可以加上15元，这盒药
的价格就成了115元，这15%的利
润自然也就成了医院的收入。

据菏泽市某医院主任介绍，
药品加成就是所谓的“以药养
医”，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
药费用的不合理上涨，也会导致
个别医生给患者开大处方、开贵
药的情况，“医院卖的药越多，效
益就越好，从而导致患者感觉看

病贵”。
取消药品加成，就是医院多

少钱进的药就多少钱卖给患者，
医院不再从药品上赚钱，这也势
必会影响医院的收入。因此，在
全省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暨新农
合大病保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上印发的《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提
出，要通过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
格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补偿
试点县级医院。

“公立医院就应该回归公益
性，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老百姓看
病难、吃药贵的难题有望缓解，也
有利于缓解医患双方的矛盾。”市
民李女士说。

但也有不少市民担心取消药
品加成会流于形式。“取消药品加

成，医院的收入就会减少，而一旦
政府补偿不足，医院肯定会通过
其他方法，例如提高诊疗费、手术
费、护理费等来弥补，最后患者花
的钱未必比原来少。”从事医药行
业的马先生说道。

“仅仅取消药品加成，给医院
一定的补助，这个解决不了医院
的问题。我现在担心的是，这边刚
降了医药费，那边的医疗服务费
又上来了，真害怕去医院看病时
的花费会不降而增。”市民刘先生
担忧地说。

一业内人士称，在药品的价
格上，医院加成只是最后一个环
节，药品在流通领域中还有很多
层层加价的环节，如果政府不加
大监管力度，药价未必能真正降
下来。

牡丹区突查
7烟花爆竹销售点

本报菏泽10月31日讯(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孙明金)

31日，记者从牡丹区安监局获
悉，牡丹区对城区烟花爆竹销售
点进行突击检查。截至目前，共
检查烟花爆竹销售点7处，发现
各类安全隐患24处，现场纠正9

处，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6份，查处超标、伪劣、非法烟花
爆竹6000余头，进一步规范了烟
花爆竹领域安全经营行为，消除
了安全隐患。

据介绍，此次检查以各销售点
烟花爆竹存储量是否超标、进货渠
道是否规范、安全警示标识及消防
器材是否齐全、是否存在非法生产
和经营现象等为检查重点。

“主要是为了严厉打击烟花
爆竹领域非法生产、采购、销售
行为，确保安全稳定。”牡丹区安
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检查情
况看，大部分烟花爆竹经营户都
能按照规定做到守法、安全经
营，但也有个别销售点存在超范
围经营、爆竹存放混乱、消防器
材老化、出售“三无”烟花爆竹产
品等问题。

菏泽评出首批乡土文艺人才
随后将进行公示，无异议后命名表彰；对有专长的中青年乡土文艺人才将进行重点培养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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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0月31日讯(记者
李凤仪) 31日，菏泽市首批乡土
文艺人才评审会议召开，现场将
对来自民间文艺人才的195份候
选资料进行评审，初步评选出50

名乡土文艺人才。随后，将对这50

名乡土文艺人才进行公示，无异
议后进行命名表彰，并享受一定
优惠政策。

据介绍，这次评选共分为民
间文学类、民间器乐演奏类、民间

工艺美术类、民间舞蹈类、民间书
画类、民间摄影类、民间戏曲表演
类、民间杂技类、民间曲艺类等9

大类，候选人最多的三类为民间
曲艺类、民间工艺美术类、民间文
学类，人数分别为49人、39人、12

人。候选人均是来自农村或社区
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民间文艺人
才，这次的候选人多数来自郓城、
成武、巨野等县区。

会议邀请了市直各文艺家

协会的相关负责人承担评审工
作，从影响力、创造社会经济效
益、传承传统文化等方面进行
评审，最终选出50名乡土文艺人
才。

经公示无异议后，菏泽市政
府将对首批50名乡土人才进行表
彰，他们也将优先获得外出交流
机会等。此外，对学有专长、有培
养前途的中青年乡土文艺人才，
还将进行重点培养，每年选送一

批到大专院校、科研院或国内外
农业组织培训、考察和研修。

“评选乡土文艺人才进一步
挖掘了乡土文艺人才资源，将会
激励乡土文艺人才在文化建设
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菏泽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市编办主任于松
巍表示，选拔出来的乡土文艺人
才将由市委组织部、市文联、市
人社局、市文广新局统一挂牌，
命名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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