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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医疗卫生关系千家万户，集中整治备受社会关注。

加大医药领域反腐力度，最终是为了实现行业健康发展，更好地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目前，多个行贿、受贿典型案例被

曝光，形成了反腐败的强大震慑。本期纪检监察简报继续通报一则医

疗领域违纪违法案例，希望全院干部职工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不断

强化纪律意识，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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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理说

【案例】

李玉龙，男，1962 年 9 月生，四川西昌人。1980 年 2

月参加工作，2000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攀枝花第四

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院长助理、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

等职。2022 年 4 月，接受攀枝花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

2022 年 12 月，李玉龙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

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3 年 1 月，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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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50 万元。

【案情】

李玉龙出身工人家庭，卫校毕业后步入工作岗位，在凉

山州会理镍矿职工医院工作 17 年后，因临床专业能力强、

工作表现突出，作为医疗专业技术人才被调到攀枝花市第四

人民医院工作。那时的他勤奋钻研、踏实肯干，逐渐成为当

地小有名气的传染病、肝病科医生，靠着组织的培养和自身

的努力，一步步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医院的“一把手”。

2021 年底，年满 59 周岁的李玉龙退居二线，即将退休

的他，并没有等到自己所期望的“平安着陆”。2022 年初，

攀枝花市纪委监委收到李玉龙涉嫌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经

过审查调查，一桩桩医疗设备采购受贿行为逐渐浮出水

面……

送“货”上门，供应商诚心求“合作”

2011 年 2 月，李玉龙被任命为攀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院

长，随着手中权力增大，随之而来的赞誉声、奉承声也越来

越多，找他办事送礼的人趋之若鹜。在担任医院行政“一把

手”的第一年，他就收到许多医药公司业务员主动“奉上”

的小额红包。在李玉龙看来，这些“小红包”是行业“潜规

则”，金额不大、问题不大，殊不知“小红包”就是“大问

题”的开端。

2013 年，四川某医疗器械公司商人王某得知第四人民医

院需要购买一台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便拿着医疗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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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到李玉龙的办公室介绍自家公司的产品。王某承

诺如果自家公司的设备中标，不仅能保证设备的质量，更会

在采购成功后给李玉龙送上 10 万元作为“感谢费”。

此时的李玉龙，已经习惯了医疗设备商主动送上的礼品

礼金，自认为这些“回扣”是设备商的利润，他不拿只会让

设备商多赚取一些钱，不拿白不拿。只要采购的设备质量过

硬，就不会对医院造成损失。想到这里，李玉龙让王某将设

备的参数拿给检验科的胡某（另案处理）进行“暗箱操作”。

设备顺利中标后，王某如数奉上事先约定好的“感谢费”，

李玉龙也收取了从业以来第一笔大额“回扣”，开启了滑向

犯罪深渊的的堕落之路。

来者不拒，甘被“围猎”拿“回扣”

为了掩盖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李玉龙奉行“先办事后

收钱”的原则，讲究“回扣”多少由医疗设备商说了算的“江

湖道义”，为的就是这些商人不“反水”。在不少医疗设备

商眼里，李玉龙是个收钱能办成事的“好领导”，愿意与其

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而围绕在李玉龙身边的众多

“猎手”中，当属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某最为

“用心”。

“罗某第一次送我的礼品，是 4 张价值 4000 元的购物

卡，当时他只是表示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他很会‘来事儿’，

得知我出差还主动安排车辆接送，了解到我家人缺化妆品和

生活用品，就立即购买‘赠送’。”李玉龙告诉办案人员，

自己虽然对罗某“糖衣炮弹”背后的目的心知肚明，但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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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享受被捧得高高在上的感觉。后来，李玉龙爽快答应罗

某的要求，在销售医疗器械上为罗某提供帮助，并心安理得

地接受罗某所赠送的 60 万元大额医疗设备“回扣”。

随着“成功交易”的次数越来越多，李玉龙的“胃口”

也越来越大，对主动“投食”的公司来者不拒。

2017 年 5 月，在医院购买第三方蒸汽服务项目中，李玉

龙利用职务之便，直接指定四川某热能设备公司负责医院锅

炉建设的前期论证和后期建设工作。合同签订后，该公司又

将实际建设和运营转包给攀枝花某新能源公司。事后，两家

公司将 75 万元的项目“回扣”分 14 次给了李玉龙。

经查，2013 年至 2021 年期间，李玉龙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先后让 5 家医疗设备公司在医院设备采购中顺利中标，

共收受贿赂 180 万元。

精心“设防”，妄想平安“着陆”

“每次收受‘回扣’的时候都是现金交易，钱也不从自

己和家人的账号过，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指定哪家公司中标

的证据，我认为这样很安全，不会出问题，正所谓‘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这些做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留置期间，

李玉龙忏悔道。

大宗医疗设备采购都要走招投标程序，攀枝花市第四人

民医院也建立了招投标相关制度——医疗器械采购按照招

标流程进行公开招标，中标后签订销售合同，设备使用合格

后才付款。制度规定系统严密，那么李玉龙“暗箱操作”的

“诀窍”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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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调查发现，由于医疗设备的特殊性，每种设备的

参数不同，而该医院检验科主任胡某就掌握着制定“参数”

的权力，通过提供特定技术参数进行倾向性招标，特定产品

中标犹如“探囊取物”。正因为有这样的“可乘之机”，李

玉龙和胡某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让符合参数条件的医疗设

备公司“独家提供”，看似严密的招投标环节便异化成了“走

流程”。

相比办事时的“豪爽”，李玉龙收钱时却十分谨慎，他

只收现金，不“接受”银行转账，并且收钱地点由他指定，

绝不留下一丝所谓的“蛛丝马迹”。拿到钱后，李玉龙会直

接将受贿款放到自家床下，再通过现金支出、借用他人名义

购买理财产品等方式处理。

然而，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再精心的“设防”终

有一天也会露出破绽，李玉龙的所作所为，最终得到的必是

党纪国法的惩处。

【案说】

李玉龙曾是救病治人、受人尊敬的名医专家，在担任医

院“一把手”后，本应带头廉洁行医、廉洁从政，解决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然而在贪婪、欲望的催化之下，在

不法商人的精心“围猎”、阿谀奉承中，他逐渐迷失了自己，

甘于为“围猎”者谋取不正当利益，不仅背叛了从医者的誓

言，更触犯了党纪国法，晚节不保、身陷囹圄，令人唏嘘。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李玉龙案警示我们，所谓的行业

“潜规则”永远代替不了党纪国法，所有侵蚀群众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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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色利益链，势必会被“斩断”。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价值观，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

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自觉免疫“潜规则”。各级党委

（党组）要加强对“一把手”以及关键岗位、关键环节的监

督，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铲除“潜规则”滋生的土壤；

要常“拽袖子”提醒、“咬耳朵”交心，促使党员干部时刻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让“潜规则”无处藏身、失去市

场。

——攀枝花市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主任黄建军

（作者：肖雄 肖琪 李美静）

（来源：廉洁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