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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发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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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医广(2022)第10-18-65号广告同福医

福州口腔惠民工程
申领惠民补贴流程

1.报名:拨打400-0591-560热线
申领或扫描文内二维码申领，申领时
间截止到4月30日。

2.审核：等待基本信息审核及工
作人员电话进行核查确认。

3.领取：如基本信息审核通过并
且确认无误，以工作人员告知时间为
准，到指定单位使用。

4. 就诊：领取成
功后，请按预约时间
到指定单位指定医生
处就诊。

微信申领通道

一、政策介绍
看牙补贴针对福州常住居民，不限户籍、不

限年龄。口腔惠民工程主办方表示：“我们将口
腔疾病综合干预作为长期坚持的民生工程，通过
多项免费专项补贴，推动口腔健康检查纳入常规
体检项目，提高福州居民的口腔健康水平”。

二、补贴比例及范围
补贴范围：牙齿松动、缺失、牙龈出血、牙周

炎、龋齿（蛀牙）、牙疼等，不限看牙项目。
1、费用全免：为鼓励市民重视口腔健康，报

名后可在指定就诊单位享受 8项口腔检查费用
全免：

√挂号建档
√种植牙、矫正方案设计
√儿童早期颜面筛查
√口内常规检查 √口腔内窥镜检查
√全景片、CT拍摄 √牙周健康检查
√数字化三维口扫

2、补贴比例：
①种植牙可申请每颗 4000元补贴，每人可

得4000~50000元不等（细则请报名详询）；
②口腔惠民工程高度重视全口、半口牙缺失

人群，为提高其生活质量，半口牙种植补贴价
19999元；

③口腔疾病预防大于治疗，口腔清洁十分重
要，惠民工程建议市民半年左右洁牙 1次，并为
此推出9.9元补贴价洁牙。

④存在牙体缺损、牙疼，可申请修复补贴，每
人可得200~1000元；

⑤矫正补贴 1~2 万元，隐适美可申请免费
试戴 1 副，青少年及儿童可申请免费颌面发育
评估；

⑥技术支持:
惠民工程指定同福医口腔提供技术支持，福

州知名专家郑晓玲主任坐诊，市民可体验3分钟
微创快速种植。

看牙有补贴！市民申领通道开放
缺牙、牙不齐、牙松动、牙疼痛等均可使用

口腔健康是居民身心健康
的重要标志，口腔疾病是影响
居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它
不仅影响口腔的咀嚼、发音等
生理功能，还与脑卒中、心脏
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全
身系统疾病密切相关。福州市
口腔惠民工程一直以来高度重
视口腔健康工作，为贯彻落实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2017—2025年）》，响应国家集
采政策，惠民工程发起全民看
牙补贴，覆盖口腔基础病种，人
均可领200~50000元不等。

类似的“小过重罚”屡有
报道，也多次引发争议。这
类案件的共性往往涉案金额
少，涉案人大多属于无心之
失，但收到的罚单却数字惊
人。处罚符合法律规定，但
却不被大众所支持。

2023 年 6 月，河南洛阳
市西工区一名三轮车卖菜大
爷，因为销售不合格蔬菜领
了“天价罚单”。他卖菜获利
21.05元，却被罚款 11万元。
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法院最终裁定不准予强
制执行。

2022年8月，黑龙江大庆
一家蔬菜店在成本没有上涨
的情况下，将进价1.2元/斤的
土豆，售价从1.4元/斤涨至2
元/斤，被认定违反价格法、涉
嫌哄抬物价，被罚款30万元。

此前，陕西榆林一个体
户因违规出售 5斤芹菜被罚
款6.6万元一事，引发网络关
注与热议。国务院督察组经
调查认为，当地有关部门的
罚款决定有过罚不当之嫌。

张力分析称，“小过重
罚”屡次发生，一是因为有些
法律规范过于“一刀切”，没

有区分企业等市场主体和普
通个人偶发的违法行为，以
前者为对象制定的规则，不
免处罚过严。另外，个别执
法部门机械执法，狭隘理解
裁量基准，没有统筹考虑本
领域法律法规与行政处罚法
的适用关系，导致部分执法
活动有悖法理，更无视情理；
此外，个别执法部门只执法
不普法，以执法代替普法，没
有充分引导企业和群众合法
合规经营，重事后处罚，却忽
视了事前、事中的监管和社
会公众感受。

翠屏区卫生健康局向翠
屏区法院提出执行申请表
示，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
事人后，其逾期未履行该决
定，也未提起行政复议和行
政诉讼，根据法律规定应加
处罚款。15天的缴纳罚款期
限过后，2023年7月5日开始
计算加处罚款，至催告当日
2023年 12月 19日止，共 168
日，每日按罚款数额 11万元
的百分之三计算，共计 55.44
万元。由于加处罚款不得超
出罚款数额，因此，最终罚款
数额是 11 万元。加之处罚
款 11万元，李女士共计被罚
款22.2万元。

据媒体报道，店主李女
士认为，宜宾翠屏区卫生执
法部门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
金额，较四川地区同类型行
政违法行为处罚偏重。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
任付建认为，此次处罚有过

度责罚的嫌疑。“比例原则是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行
政机关行使公权力应当时刻
遵守的基本原则，是合理行
政的重要内涵。”

付建说，所谓比例原则
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
应当兼顾行政目的的实现与
适当性措施的选择，兼顾保
障公共利益与保护行政相对
人的权益，如果为实现行政
目的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和手
段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造成不利影响，则应将这种
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
范围和限度之内，保持二者
处于适度的比例。

在付建看来，具体到本
案中，李女士并非知法犯法
且获利数额较小，因此相关
执法人员也应考虑具体问题
和实际情况，在法律规定的
处罚范围内平衡相关人以及
社会公众的利益，不可生硬

执法，使执法脱离实际情况。
张力表示，值得关注的

是，执法部门实施处罚要“与
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
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
政处罚法第六条规定，坚持处
罚与教育相结合。第三十三
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
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
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张力说，今年 2 月发布
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
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
导意见》也要求执法机关，要

“引导企业和群众依法经营、
自觉守法，努力预防和化解
违法风险”。可见，主管部门
在行政执法时不能“一罚了
之”，在执法中也要树立服务
理念，与群众做好常态化沟
通，尤其对于李女士这样的
小经营者，要加强帮扶指导。

宜宾市翠屏区卫生
健康局相关人士介绍，他
们接到举报后前往李女
士的采耳店查看，当天在
现场看到一名员工正在
给一老年顾客提供滴耳
和按摩耳朵服务，他们遂
对相关人员录了笔录，同
时拍摄照片作为证据。
后经调查查明，2023 年 6
月 19日，宜宾市翠屏区卫
生健康局对该店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
该店涉嫌非法行医，称其

“自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3
月 22日未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
疗活动”，决定对该店作
出“没收违法所得 2000
元，并处以 11万元人民币
罚款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第九十九条，违

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
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
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
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
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
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
一万元计算。《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也
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或者未经备
案，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张力介绍，由于诊
疗活动对接受诊疗人员的
生命健康有着极大影响，
因此，我国对诊疗活动有
着严格的制度规定，即便
是医疗机构，也必须按照
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
科目开展诊疗活动。

张力表示，该事件中，
李女士设立的耳部护理店
在广告宣传、经营活动等
方面确实实施了诊疗活动
且并未备案，当地卫生健
康局有权根据上述规定予
以处罚。

张力还表示，由于诊
疗活动本身具有一定专业
性，一般公众难以准确认
知，为避免争议和误会，主
管部门应当充分收集证
据，对当事方是否真正实
施诊疗活动进行认定和告
知。

2023 年 12 月 19 日，
翠屏区卫生健康局给李女
士送达的《催告书》称，她
未履行该单位出具的那份
行政决定，希望她在 10天
内将罚没款 11.2万元，加
之 处 罚 款 11 万 元 共 计
22.2 万元给予缴纳，否则
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近日，据媒体报道，四川宜宾一家耳部护理店被当地卫生执法部门
认定为“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被处罚款11.2万元。由于店主未按时缴
纳罚款，又被加罚11万元。

店主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原本靠卖菜为生，为了增加收
入，筹钱加盟了一家耳部护理店，营业两个星期仅获利500元。她解释，
由于不知道开采耳店要申请许可，也不了解相关法律程序，被查处后拿
不出钱缴纳罚款，以为关门就可以了，没想到会被继续追加罚款，还会
被告上法庭申请强制执行。3月22日，申请强制执行案开庭审理，法官
未当庭宣布庭审结果。

这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认为这是“小过重
罚”。法律人士表示，执法部门实施处罚要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
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统筹考虑本领域法律法规与行政处罚法的
适用关系，避免机械执法和“一刀切”。3月31日晚，健康翠屏微信公众
号发布情况通报，3月31日，针对网友关注的“宜宾市运康堂健康管理中
心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被处罚”一案，宜宾市翠屏区卫
生健康局已向区人民法院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同时，该局已对该案启
动内部复查，下一步，将根据复查情况作出妥善处理。

部门罚款并申请强制执行，是否有法律依据？

22万元罚款是否处罚过重？

“一刀切”的背后，是个别执法部门机械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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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一卖菜大姐开采耳店，赚500元却被罚22万？

“小过重罚”为何屡惹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