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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线：
1、尚品江南深度双飞6日游（4.30） 3680元/人
2、印象云南双飞双动8日游（4.28） 3880元/人
3、完美海北桂双飞10日游 4680元/人
4、北京+天津单飞纯玩 6日游 3280元/人
5、百里杜鹃 贵州双飞6日游（5.1） 3880 元/人
6、西宁直飞桂林双飞7日游（5.1） 3980元/人

出境线路
1、纯享泰国7日游（4月18/25/29） 4680元/人
2、五星双帆普吉岛7日游 5080元/人
3、斯里兰卡深度8日游 8599元/人
4、迪拜阿联酋深度8日游 8999元/人
5、经典新马泰 精品11日游 6580元/人
6、俄罗斯一地深度10日游 9999元/人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记者 董瑞丰 帅才 董小红）恶性
肿瘤患者五年生存率十年间提升近10个百分点；全国肿瘤登
记项目点已覆盖全国99.8%人口；癌症规范化、同质化诊疗水
平不断提高；更多抗肿瘤药物和治疗技术进入临床，并逐步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

每年4月15日至21日举办的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
今年迎来第29届。普及防治信息、介绍防治进展、重申防治要
点，各地努力推进癌症防控全人群覆盖、全周期管理、全社会参
与。

▶ 五年生存率提升近10个百分点 癌症防治体系持续完善

在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一组数据被再次
提及——恶性肿瘤患者五年生存率由十年前的30.9%提升至
40.5%。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癌症防治体系进一
步完善，肿瘤登记、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全面推进，整体诊疗能
力显著提升，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不断提高。

聚焦全人群、全周期，我国近年来癌症防治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

形成由国家癌症中心牵头、省级癌症中心为骨干、癌症防
治专业机构和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参与的全国癌症防
治网络；

全国肿瘤登记项目点覆盖2806个县区、14.07亿人口，肿
瘤筛查和早诊早治累计为1.8亿人次提供相关服务；

逐步实现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国家癌
症医学中心和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稳步推进，基层能力协同
提升；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肿瘤诊疗质控体系和抗肿瘤药物临床
应用监测网络日益健全……

不过，癌症仍是危害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最新
全国肿瘤登记数据显示，全年新发癌症病例约为406万，癌谱
结构呈现发达国家癌谱与发展中国家癌谱共存的局面。

根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要求，到2030年总
体癌症五年生存率不低于46.6%，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的知晓率
不低于80%。

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表
示，未来还要形成和不断优化居民与患者全人群覆盖、个体生
命全周期管理、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层次、立体化肿瘤防
治体系。

▶早诊早治“关口前移”预防最经济有效

加强各类肿瘤发病风险的源头发现和早期控制，被公认是
降低癌症发病率的关键。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通过肺结节筛查管理远程会诊中
心，放射科副主任熊曾每周为有需要的肺结节患者远程会诊。

“肺癌虽然发病率高、死亡率高，但如果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不仅有望治愈，且诊疗费用较中晚期节省不少。”熊曾说。

“肿瘤防治关键在于预防。”国家癌症中心党委书记张勇
说，部分慢性感染是刺激肿瘤发生的重要因素，及时采取措施，
对癌前病变进行规范化治疗，可以有效降低癌症发生率。

赫捷介绍，针对我国部分高发癌症，国家癌症中心制定了
筛查与早诊早治技术系列指南和标准，继续扩大癌症筛查与早
诊早治覆盖面，促进癌症防控“关口前移”、重心下沉。

按照相关部署，湖南省浏阳市近年来持续推动肺癌、乳腺
癌、宫颈癌、结直肠癌等发病率靠前的癌种早筛工作。浏阳市
卫生健康局局长欧阳武告诉记者，当地通过肿瘤专科联盟建
设，加强基层全科与市级医院肿瘤专科联合，为患者开展精准
预约转诊、复诊和随访服务等工作。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要继续通过控制癌症危险因素，强化早诊早治等
相关手段，加强三级预防，同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增强群众自
我防控能力，构建起人民健康的有效防护屏障。

▶新药物新技术加快应用 为“慢病化”带来新希望

4月中旬，大洋彼岸，在2023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上，
来自中国的信达生物制药公司公布了自主研发的PD－1药物
信迪利单抗的长期随访数据：对比传统化疗，局部晚期及转移
性胃癌的患者生存时间显著延长。

这款已纳入我国医保的药物，在创新胃癌疗法的同时，也
极大提升了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越来越多的抗肿瘤药物和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为癌症
“慢病化”管理带来新希望。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
台数据显示，我国肿瘤药物临床试验近年来的年平均增长率超
过34%，不仅数量多，规范化程度也逐步提升。

同时，我国科研人员根据中西方不同领域患者人群的特征
差异，开展了更多自己牵头的临床试验。国家新药（抗肿瘤）临
床研究中心主任徐兵河说，由研究者主导的临床研究可以更有
效地优化现有临床治疗手段，推动实验科研成果的临床落地，
还能作为监管部门药物审评的重要参考。

此外，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也不断开辟应用路径。
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外敷、浸泡等特色中医疗

法正在“助攻”一些肿瘤病人的治疗。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肿
瘤科主任段萍告诉记者，在肿瘤的中西医防治中，中医药发挥
了增加疗效、减少副反应的作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继续加强科技攻关，
提高科研水平，解决肿瘤防治当中的技术瓶颈问题。

让科学防治走在癌症之前
——来自第29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观察

近年，江西、福建、山东、北京等多
地曝光倒卖医保药品的典型案例，让
蚕食鲸吞医保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暴
露无遗。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
钱”，非法收购、销售骗保药品是严重
的违法犯罪行为。针对当前存在的利
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倒卖谋利等问
题，有关部门正加大对倒卖医保骗保
药品“中间商”等的惩治力度，着力斩
断“回流药”产业链。

♦ 倒卖医保药品犯罪多发
近年我国倒卖医保药品犯罪呈多

发态势。
南昌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查支队二

大队教导员熊辉介绍，回收倒卖药品的
现象由来已久，但近年出现的新情况是
倒卖医保药品。相比传统制售假药劣
药犯罪，倒卖医保药品犯罪利润较高。
特别是近年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
策实施力度大、范围广，推动部分药品
价格大幅降低，相关犯罪更为多发。

仅2022年，江西南昌警方即侦办
了十余起倒卖医保药品案。警方在其
中一起案件中扣押拜新同、立普妥等
急慢特医保药品4万余盒，药品来源地
涉及6省，销往地涉及21省，294家药
店参与倒卖，涉案资金流水近2亿元。

此前，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还
侦破一起相关案件，并在去年7月被评
为公安部五大涉药类典型案例。该案
涉及湖北、福建、上海等14省市，专案
组查获近5万盒、200多个品种非法倒
卖医保药品，涉案价值2亿多元。

“全国多地披露的倒卖医保药品
案件涉案省份多、范围广、金额大，导
致医保资金大量流失。”熊辉说。

医保药品被倒卖至全国各地，特
别是部分在黑市较为少见的大病用药
被倒卖，威胁着药品市场秩序和群众
用药安全。有案件显示，由于当地患
者较少、市场有限，一些治疗肿瘤、尿
毒症等大病的药品过去在黑市很少流
通，但随着第三方交易平台兴起，此类

药品从当地流向全国，甚至销往偏远
农村地区，而这些药大多在临界期，药
品容易变质，危害用药安全。

倒卖医保药品的违法行为加大了
急需用药的群众买到医保药品的难
度。据了解，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中
发现一些整箱未开封的医保药品被倒
卖。而每年集采药品在各省的约定采
购量有限，倘若药贩子将其大量套刷
出来，就可能导致患者在医院开不到
集采药品。这也是年底一些疗效好、
需求量大的慢特病用药往往出现暂时
性短缺、相关药品在黑市价格上涨的
原因之一。

♦“收药”背后的黑色利益链
受访民警表示，倒卖医保药品的

犯罪利益网由套刷药品、回收药品、物
流寄药、转手卖药等环节组成，涉及职
业药贩、参保人员、个别医务工作者和
药店等多个利益主体。其中，一批以
倒卖医保药品为业的不法分子穿针引
线、推波助澜，或指使、教唆、引诱参保
人员骗保，或从骗保者手中收购药品，
是倒卖医保药品犯罪利益链上的关键
环节。

有的参保人员在这些不法分子的
诱导下，将从医院买到的医保药品低
价转卖给药贩、药店，再加价出售给其
他人员。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办案民警
介绍，以七片装的降压药拜新同为例，
2022年这款药在当地的售价一般为每
盒26元左右，如果患者是退休职工，其
在医院开药并经医保报销后自付部分
约为售价的20%，也就是5元多一点，
而职业药贩会以市场价五折上下的价
格，也就是13元左右从患者手上回收
药品，再加价转卖给其他患者。

据了解，按现有政策，门诊慢特病
患者每年都可享受一定医保待遇支付
限额，分病种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
等，支付限额未用完的一般不划转到
下一年。在国家医保谈判和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政策实施后，部分慢特病药

价大幅降低，而患者医保待遇则逐年
提高，有的患者认为医保待遇用不完，

“不用白不用”，存在从医院买医保药
品再转卖给药贩子变现的心理，殊不
知参保人员“走医保”套刷远超正常用
量的药品涉嫌骗保。

职业药贩以医药公司为幌子非法
回收倒卖医保药品。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治安大队
四中队中队长周俊义说，一些犯罪分
子通过开办医药公司掩盖其非法收购
销售医保药品的行为，他们从“下线”
处回收骗保药品，再借助医药公司这
件“外衣”向药店、私人诊所等终端市
场售卖。这些职业药贩往往聚集在医
药公司较多、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大
城市作案，且不同层级的药贩子会因
分工不同织在同一张犯罪网上。

医生超量开药、医患合谋开药等
行为也不容忽视。有办案民警告诉记
者，普通参保患者很难一次性开出整
箱未开封的药品，很大可能存在内外
勾结、集中套刷医保卡的犯罪行为。

也有医生与患者合谋开药。受访
医保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曾在检
查某三甲医院时发现，有医生给一位
退休职工在一年内开出了可供其使用
三年的药量，其中包括大量滋补中药。

♦ 加强医保药品流通监管
为有效遏制倒卖医保药品犯罪行

为，受访公安机关和医保部门人士建
议加强医院开药源头监管、严格落实
药品追溯制度、建立药品监管长效机
制。

加强医院开药源头监管，当好医
保药品流通把关人。医保部门工作人
员表示，医院是医保药品流出的第一
道关卡，医生是医保药品开具的重要
责任人，为有效堵住医保药品倒卖源
头，既要加强对参保患者、医生等主体
的医保政策法规宣传教育，也要积极
推广信息化、大数据筛查等智能监控
方式，加强对开药环节的全流程监控。

严格落实药品追溯制度，向办案
单位有限制开放溯源权限。药品溯源
信息是判定药品是否为医保药品的重
要依据。但受访办案民警表示，公安
等执法部门调阅药品流通信息时需要
向提供药品溯源码服务的第三方公司
申请，由于查获倒卖医保药品的数量
较多、申请效率较低等原因，常常影响
办案效率。同时，他们发现药品追溯
制度有时存在“空转”现象，一些集采
药品在出库时未严格落实扫溯源码制
度，药品流通信息完整性缺失，影响办
案机关取证，加大办案难度。

建立药品监管长效机制，斩断跨
区域作案链条。办案民警介绍，倒卖
医保药品案件中，药贩子与参保人员、
药店大多私下交易，行政监管部门有
时难以发现。建议联合医保、卫健、市
监等部门，从医保基金、药品流通等方
面加强监管，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加
强物流运输管理，严查无资质、无票据
的涉药跨省市邮寄行为，斩断跨区域
作案的运输链条。 新华社电

““高价收药高价收药””背后的骗保黑幕背后的骗保黑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