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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1月份6次排查案件线索，去年立案数同比涨近两成

案案件件久久拖拖不不办办，，领领导导要要担担责责

17市设反腐协调小组

纪委书记任组长

在案件处置上，省纪委监察厅
制定拟立案、初核、暂存、留存和了
结5类处置方式和标准，集中力量加
大办案工作力度，减少暂存、留存类
线索。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党员领导
干部，查清主要违纪事实，在规定时
限内按程序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对一般性问题，及时提醒，早作
处理，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

马明生表示，反腐败机构职能
分散，无法形成合力，是影响反腐败
成效的关键问题。我省在2007年就
成立了由省纪委书记任组长的省委
反腐败协调小组，成员包括纪检、监
察、组织、公安、检察、法院、审计等
部门。全省17个市、137个县（市、区）
都设立了由纪委书记任组长的同级
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

本报记者 高扩

我省下达5747万元

保障食品安全

本报济南1月27日讯 （记者
王茂林 通讯员 王海红 朱

彪） 省财政近日下达专项资金
5747万元，用于开展专项整治、风险
监测、监管培训、能力建设等，确保
全省食品安全。

其中，1304万元将用于食品生
产企业食品安全、保健食品、食用农
产品、现制现售食品等专项整治；
591万元将用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1032万元将用于食品安全监管培
训、食品社会监督员培训等；2820万
元将用于对省、市食品检验机构能
力建设奖补。

用用得得最最多多的的抗抗生生素素停停用用仨仨月月
省内一医院出台控制抗生素滥用新规，约束不同级别医生权限

本报记者 高扩

1月27日，山东省纪委副
书记、省监察厅厅长马明生在
线访谈时表示，2013年，全省
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2242
件，同比上升 1 7 . 2 % ；结案
12146件，同比上升17 . 9%；给
予党政纪处分12182人，同比
上升20%。

马明生表示，2013年省纪
委严肃查处了菏泽市委原常
委、统战部部长刘贞坚，枣庄
市市中区委原书记王刚、潍坊
市寒亭区委原书记孙德奎等
一批违纪违法案件。

掌握案件线索是反腐败

工作的核心内容。省纪委主要
采取了三项措施对案件线索
进行管理：一是建立了“案件
线索信息管理库”，实现了案
件线索的统一收集、统一登
记、统一管理和重点摘报；二
是制定了省管干部案件线索
管理和集体排查制度，定期汇
总重要案件和重要线索办理
情况；三是正在研究制定省纪
委监察厅派驻机构报送案件
线索办法，进一步提高案件线
索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我省对重要案件线索实
行集体排查制度，省纪委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与纪检监察
室、案件监督管理室定期召开

线索排查会，对线索统一排
查、统一办理、统一审批、统一
督办，重要案件处置由省纪委
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今年1
月，已召开了6次线索排查会，
集中排查了一批问题线索。

群众向纪检监察机关反
映问题后，最担心石沉大海、
杳无音讯，如果有的纪检监察
机关对案件拖着不办怎么办？
针对这一问题，马明生表示，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主
要领导对本地区、本部门督办
的工作负总责，机关各职能部
门负责同志是本部门督办工
作第一责任人。

省纪委监察厅定期对重

点案件进行梳理汇总，对线索
比较具体、可查性较强的，集
中人员、时间和精力进行初
核；对构成违纪、需要追究党
纪政纪责任的，严格按照程序
立案处理；对问题严重、需要
追究刑事责任的，及时移送司
法机关。

省纪委监察厅每季度对
执行办案程序特别是办案时
限方面的情况进行跟踪督办，
对全省超期未结案的遗留案
件进行梳理，分门别类，查找
原因，逐件督促有关办案单位
抓紧办理，对重点、疑难案件
进行专题督办，坚决防止压案
不查、久拖不决的现象发生。

20个县市区

财政收入过50亿

本报济南1月27日讯（记者 王
茂林 通讯员 严文达 王卫）
2013年，在经济运行总体偏紧、重点
行业企业效益下滑、结构性减税力
度加大、实施营改增试点形势下，我
省财政收入规模和质量实现“双提
升”。

2013年全省公共财政收入完成
4560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完成3533 . 3

亿元；2013年公共财政收入过10亿
元的县（市、区）达112个，比上年增
加18个；其中过50亿元、80亿元、100

亿元的达到20个、5个、2个。
2013年我省公共财政收入过80

亿元的县（市、区）有青岛市南区、济
南历下区、青岛崂山区、青岛开发区
和青岛市北区；过100亿元的是青岛
市南区和济南历下区。

打击非法行医

62人次被追刑责

本报济南1月27日讯(见习记者
陈晓丽) 记者近日了解，自去年

10月以来，全省共取缔1504户无证
行医，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5

家，没收违法所得20 . 74万元，罚款
352万元。

全省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排查各
级各类医疗服务机构3万余家，取缔

“游医假医”123件，医疗机构超范围职
业等违法违规行为787件，诱导就医案
件133件，借名非法诊疗案件23件，移
送公安机关18件，责令医疗机构、计划
生育服务机构清退无执业资质人员
329人次，追究刑事责任62人次，吊销
执业证书15人次。

抗生素用了1个半月还发烧，停用后却好了

尽管医院抗菌药物使用
规范了很多，但滥用情况仍然
存在。

“前几天，我们医院接收
了一个从省内某县转上来的
病人，患的是肠炎。”山大二院
医务部副主任王若义介绍，该
患者在当地医院使用抗菌药
物一个半月，但一直没有痊
愈，而且伴随着高烧。

王若义介绍，医院对患者
进行了检查，培养相关标本后
并没有发现细菌，“显然存在
抗菌药使用不规范情况，患者
停用抗生素后很快痊愈了。”

省胸科医院药剂科主任
李琦介绍，抗菌药物滥用很容
易导致耐药性，像超级细菌的
出现就与抗菌药物滥用脱不了
关系。此外，抗菌药物滥用还会

增加副作用，造成资源浪费等。
有数据显示，中国人使用

抗菌药物是美国人的10倍，医
院使用率为70%，是发达国家
的2 . 8倍。中华医学会的统计
显示，我国内地每年约有20万
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其中滥
用抗生素造成的死亡占40%。

“控制抗菌药物滥用，医
生不仅要改变观念，患者自己

也需要改变用药习惯。”王荣
梅举例说，许多患者感冒后，会
不停地服用各种抗生素，其实
感冒大部分都是病毒引起的，
服用抗菌药物根本不起作用。

李琦表示，有患者到医院
看病，医生如果说没事、休息几
天就行，不输液或开药还不愿
意。“患者自己的思维方式也要
转变。”

想开抗生素，电脑系统不显示药名

“前几天我带孩子去医
院看病，医生开了一种抗生
素，但是让我到药店去拿。”
近日，市民李女士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的一次特殊就诊经
历，“医生没指定到哪家药店
买，应该不会有提成，但我纳
闷，是不是因为抗生素管理
严的原因？前后好几个病号
都是这样。”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办法》将抗菌药物分为非限制
使用级、限制使用级和特殊使
用级，实行分级管理。副高以
上医师才可以开特殊使用级
抗菌药，中级以上医师可开限
制使用级抗菌药。医院又对医
师所开处方中抗菌药比例进
行了规定。

“国家对医院抗菌药物处

方比例有要求，而医院一般又
会将指标根据科室特点，一层
层分下去。”省内某大医院的
一位医生介绍，这有可能是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我们医院的系统直接
对不同级别的医师处方权限
进行约束。”主治医师李殿国
一边演示一边说，像头孢匹
罗、头孢吡肟这几种特殊使

用级的抗菌药，他登录的系
统直接不显示这两种药名。

但也有专家表示，不明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
某种感染并不是非需要用特
定的药物，除了极个别的药敏
效果特别好的药。”李琦说，因
为开不出某种抗菌药而建议
到药店去买，这种情况应该不
会出现。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钢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
唑巴坦钠因综合排分第一，
自2013年12月—2014年2
月停用。”近日，山大二院各
科室接到该院药事委员会
的通知。这是山大二院在被
称史上最严抗生素管理办
法基础上自己增加的新政
策。专家表示，行业内抗菌
药物滥用仍有不少漏洞要

“堵”。

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停用，山大二院小儿外科主治医师李殿国的电脑系统上无法开出。

住院患者抗菌药使用率从七成降到四成

“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这三个月不能开了。”近日，正
在坐诊的山大二院小儿外科
主治医师李殿国刚想给患者
开这个药，立即意识到这个药
从2013年12月起在该院停用
三个月。

“这项制度我们已经坚持
多年了。”山大二院药学部主
任王荣梅介绍，该院每三个月
会对全院抗菌药物使用金额、
使用量等进行综合排名，排名

第一的，临床上将停用三个月
（国家基本药物除外），三个月
后恢复。

在上三个月期限内，注射
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排
名第一，从2013年12月—2014
年2月，该药在医院停用。

王荣梅介绍，这是山大二
院自己在国家相关政策基础
上增加的政策。2011年开始，
全省卫生系统开展了为期三
年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

整治，其间号称史上最严的抗
菌药物管理办法颁布实施。

专项整治对各医疗机构
抗菌药物种类、使用比例等都
做出了严格规定。三级综合医
院抗菌药物品种原则上不超
过50种，二级综合医院抗菌药
物品种原则上不超过35种。

“这两年，我们医院的抗
菌药物种类一直维持在45种
左右。”王荣梅说，经过专项整
治，现在各医院的抗菌药物使

用已经非常严格。
这种变化能从一组数据

中直观显示。严控之下，山大
二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
率从2011年的71 . 67%下降到
目前的40%左右，远低于综合
医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
率不超过60%的国家规定。

记者从省卫生厅了解到，
目前正在对各医院进行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检查，各医院抗
菌药物规范使用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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