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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勇）8 月 9
日，山西省药监局举行新闻发
布会。自 7 月 29 日全省药品零
售企业实行“一退两抗”药品
（退热药、抗病毒药、抗菌药）实
名登记销售措施以来，零售药
店充分发挥“哨点”作用，截至
目前，共采集销售信息 1343 万
余条，推送预警信息 1065 条，进
一步强化了疫情防控风险监测
预警。

省药监局在解除暂停销售
退热药品管控措施后，精准调
整工作措施，在全省药品零售

企业实施“一退两抗”药品实名
登记销售，督促全省零售药店
发挥“哨点”作用，提高监测预
警灵敏性、精准性，做到早发
现、早处置。自 7 月 29 日起，零
售药店加强购药人员筛查，在
销售“一退两抗”药品时，必须
查验购药人员身份信息，进行
实名登记；对购药人进行体温
测量，查验购药人健康码和行
程码信息，询问近期旅居史；严
禁向体温异常、健康码异常（显
示黄色和红色）或行程码显示
14 天内出入中高风险地区的人

员出售相关药品，规劝引导其
到属地卫健委指定医疗机构就
诊，并将购药人员信息第一时
间报告属地疫情防控办。

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省
药监局组织开发完成退热药品
销售登记信息系统，对各级药
品监管人员和药品零售企业员
工同步进行培训，实现全省“一
退两抗”药品销售信息实时采
集和查询。截至目前，全省
14030 家药品零售企业已经全
部开展了系统注册使用，共采
集销售信息 1343 万余条。同

时，实现了对中高风险地区人
员购药预警信息的实时抓取，
并同步向全省各级卫健委（疫
情防控办）使用的“三晋通”新
冠肺炎疫情监测多点触发预警
响应系统进行推送，目前已推
送预警信息 1065 条，为流调工
作提供了靶向信息，有效提升
了防控工作效能。

省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强
调，各市相关部门要严格监督
检查，分类施策，对不具备疫情
防控条件的药店果断采取管控
措施，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严肃

查处。“我们已经对督导检查中
存在问题的 3 家药品零售连锁
企业总部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告
诫。企业承诺，严格落实企业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立即按防
控要求对所属 854 家药店进行
整改。”

目前，全省各级药监部门共
约谈药品零售连锁总部 7家、零
售药店 978 家，采取风险管控措
施42家，警告26家，责令整改132
家，对 74 家企业采取暂停销售

‘一退两抗’药品管控措施，立案
79起，全部予以核查处置。”

对于“一退两抗”药品实名
登记销售中，群众关心的热点
问题，山西省药监局相关负责
人进行了详细解答。

问：实行“一退两抗”药品
实名登记销售，需要全省 14000
多家药品零售企业共同落实，
这么庞大的群体，如果发现有
不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或不执行
实名登记销售政策的情况，监
管部门将如何处置？

答：对发现的执行疫情防
控工作措施和实名登记销售要
求不严的企业，监管部门采取责
任约谈、暂停销售、停业整顿等
相应风险管控措施，以确保疫情
防控工作措施抓实落地。在日
常生活中发现药品零售企业不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和不执行“一

退两抗”药品销售政策情况，可
以拔打 12345 或 12315 监管热线
进行反映，监管部门将立即组织
人员调查核实，依法处理。

问：如果出现体温异常、健
康码及行程码异常情况，无法
实现正常购药，无疑会给群众
正常生活带来不便，监管部门
怎么看？

答：疫情防控是涉及多系
统多部门的联动性工作，核心
就是做到“四早”，即“早发现、
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在发
生疫情后能够迅速切断传播途
径，实现精准控制。实施“一退
两抗”药品实名登记销售，目的
就是要及时发现风险点，让可
能存在风险的人群到定点医疗
机构进行甄别和治疗，最大程

度遏制传播，为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流行病学调查作基础数据
准备，为疫情防控提供及时准
确的信息。

药店与商场、超市等公共
场所存在根本上的不同，前往
药店购药的群众，基本都是有
用药治疗疾病的需求，可能存
在有疑似感染新冠病毒风险的
患者前往购药。一般药店是一
个小型的、较封闭的公共场所，
不采取严格疫情防控措施，非
但不能起到保护百姓身体健康
的作用，相反可能会导致感染、
传播疫情，因此加强药店自身
防护，加强对购药人员的排查
和登记十分必要。

疫情防控，国之大者，人民
群众是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中

坚力量。希望广大群众能理解
当前疫情防控必要的工作举措，
也呼吁大家做好自身防护，严格
遵守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携手
并肩共同筑牢疫情防线，维护好
大家的生命健康安全。

问：在实名登记销售实际
操作中，如何防止登记信息失
真，确保登记信息真实、有效？

答：当前，为确保登记销售
信息真实、有效，防止登记信息
无法核验、不真实，不能为流调
提供有效信息。监管部门要
求：全省药品零售企业在进行

“一退两抗”药品销售身份查验
时，必须将身份证作为查验必
备条件，必须在查验时确认人、
身份证等关键信息的真实、一
致。如购药人员不能提供身份

证，药店可规劝其到指定医疗
机构就诊。

问：针对当前部分药品零
售药店，不具备扫码枪，无法安
装登记销售管理插件，确保登
记销售工作高效展开的问题，
如何处理？

答：登记销售管理插件是登
记销售工作的重要支撑软件，是
实现智慧登记的有效手段，是登
记销售工作有效落实的重要保
障。监管部门要求：没有扫码
枪、无法在系统安装插件的药
店，暂停“一退两抗”药品销售，
抓紧完成升级改造。具备相关
硬件、软件条件，并由属地监管
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一
退两抗”药品登记销售。

记者 张勇

7月29日以来，已推送预警信息1065条

全省药店防疫“哨点”作用大

监管部门详解实名购药热点问题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并）
8 月 9 日，省人社厅向农民工
发出疫情防控倡议书，希望
广大农民工朋友不做旁观
者，不当局外人，共同筑牢山
西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倡议书希望农民工主动
配合防控，凡进出公共场所，
应佩戴口罩，积极配合测温、
健康码和行程码查验，听从
工作人员安排，配合接受健
康管理措施。近期有外出行
程的，及时向社区（村居）、属
地派出所、单位报告登记，并
主动配合做好疫情排查、核
酸检测、医学观察等。14 天
内自高风险地区入晋返晋
的，一律实施“14+2”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从中风险地区
入晋返晋的，实施“14+2”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从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低风
险区入晋返晋的，实施“7+2”
居家健康监测。从省外返晋
的人员，要立即进行一次核
酸检测。

做好个人防护，减少聚
集性活动，尽量不去人员密
集场所，持续坚持佩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不扎堆、
少串门，常通风、勤洗手。
实行居家健康监测的，密切
关注个人及家人的身体状
况，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
等可疑症状，及时到附近发
热门诊就医，就医途中全程

规范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切忌不要自
行用药，以免延误诊治。勿
带病上班，并及时向单位报
告出行史、接触史及身体异
常情况。

同时，尽快接种疫苗，凡
是接种适龄人员，在无接种
禁忌症的情况下，积极主动
尽早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共
筑全民免疫屏障。尽力做到
非必要不出省，非必要不流
动。出行前先查看目的地、
沿途地区的风险等级，全程
做好个人防护。返回时开展
核酸检测，主动做好自我健
康监测、相关报备和信息登
记。

本报讯（记者 牛利敏 马向敏 文/摄）古树是一座城
市的记忆。近期气温持续升高，极端天气较多，各类病虫害也
进入高发期。8月 9日，按照太原市园林局统一安排，我市狄
仁杰文化公园对负责保护的 5株千年古槐进行深度巡查。

在巡查中发现，位于狄村东街的一株古树部分主枝严重
倾斜，树冠大，分枝多，且狄村东街为单行线，是周围居民外出
的必经之路，会对下方过往的车辆及人员造成安全隐患。为
保障车辆及行人的安全，确保古树的正常生长，工作人员对有
安全隐患的枝条增加支撑并安装围箍，提高稳固程度；修剪枯
死枝，适当回缩树冠；对树洞进行全方位的消杀、防腐、填充，
防治树洞病菌、虫卵繁殖，防止主树干树体继续腐烂。

本报讯（记者 陈剑）8
月 9 日从市市政公共设施建
设管理中心获悉，城南重要
基础设施——大村雨水泵站
设备安装基本完成，正在进
行配变电施工，预计 8月底完
工。

大村雨水泵站位于滨河
东路晋阳桥立交东南角，设
计流量每秒 24立方米。泵站
雨水汇水范围包括两大部
分，汇水总面积约 2440 公
顷。一是以人民路为干管的
汾东商务区启动区比较低洼
的地区，并且雨水没有自排

条件的区域，即北起电子街，
南到十号线南线，东自真武
路西侧规划路，西至汾河东
岸，汇水面积约 1043 公顷。
二是主要以综改区唐槐园区
及以东部分地区，以大昌路
为干管的地区，雨水没有自
排条件的区域，即北起北环
路，南到四号路东段，东自马
练营路西侧，西至大运路，汇
水面积约 1397公顷。两部分
区域内雨水最终通过敷设于
十号线的雨水主干管涵，自
东向西，至规划东岸公园路
后，再向南进入大村雨水泵

站，雨水通过泵站抽排入汾
河。

目前，汾东商务区启动
区 4 条路大运路、化章街、人
民路、十号线基本建设完成，
道路交通等相关工程建设也
正在快速进行当中。综改区
唐槐园区唐槐路以东区域建
设速度加快，汇水区域内雨
水没有出路。大村雨水泵站
的建设，将及时有效地排除
汇水区域内的雨水，保证雨
水的顺畅排除和道路交通安
全，是上述两大汇水区域雨
水排除的最终保障。

人社部门向农民工发出倡议

疫情防控不做旁观者不当局外人

大村雨水泵站8月底完工
服务范围2440公顷

保护千年古槐
消除安全隐患

版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