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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没有医生的处方，病人是无法在普通药店买到处
方药的，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现在宁波市民已经可以
通过“云处方”买到处方药了。

日前，由于好几天喉咙痛无法缓解，家住慈溪市浒山街
道东兴苑小区的杨庆松走进家附近的弘德医药新之乐店，
询问工作人员是否能够购买阿莫西林，用来缓解病痛。“阿
莫西林是单轨制处方药，按规定，您手上没有医生处方是不
能直接在药房买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但是现在，您可以
通过另一种方式购买处方药。”

原来，慈溪市正在试点“互联网＋药店”电子处方运用
综合管理模式，通过给药店配置互联网设备，接通“宁波云
医院”线上问诊平台，患者在药店就能接受“云医生”远程视
频问诊、获得电子处方，在药店拿到处方药。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真是太方便了！”拿到药，杨庆
松感慨地说。

据悉，自去年开始，慈溪市创新模式，依托“宁波云医
院”平台资源，在宁波市率先试点推行药店互联网远程门诊
服务终端。药店设置该服务终端后，可实现远程门诊和外
配处方取药两大功能。患者仅需在药店通过“宁波云医院”
信息平台实名注册挂号即可享受服务。

互联网＋药店、
“绿十字”飘扬、自动售药机……

宁波市民用药买药
更加安全快捷

人总难免会有头疼脑热、腰酸背疼，如何通过正确用药来缓解痛楚、治疗疾病
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这些年，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生产企业以及零售企业的共同
努力，宁波市民越来越能感受到用药买药的便利性和安全性，甚至不久之后，还可
以实现坐在家里利用互联网拿到处方，在家门口的自助自动售药机上买药。

据了解，截至10月底，宁波市共有药品批发企业36家，药品
零售连锁总部25家，零售连锁直营门店824家，加盟门店203家，
单体药店2008家，乙类非处方药专营店188家。全市共有县级以
上医疗机构96家，其他医疗机构4944家。

那么多的药店，要怎么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
用药安全呢？宁波这些年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首先是加强抽
检。截至10月底，今年全市共完成药品监督抽检2086批次，药品
经营企业药品质量总体安全，无系统性风险；其次是树立规范。根
据近年来药品批发企业许可及GSP认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许
可及GSP认证分别下放到市市场监管局和各区县(市)市场监管局
实际，修订出台了《宁波市药品零售企业设置规定》及其他工作指
南类文件共10余项，用以规范药品经营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及指导
县局统一规范监管；第三是及时分析、评估、总结办理案例，确保各
项规定指南真正落地。特别是在今年7月1日《宁波市药品零售企
业设置规定》正式施行后，对出现的各种不合规问题，市市场监管
局在全大市范围内进行及时监控，对涉及新办、变更企业的企业负
责人（法定代表人）、处方审核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要求各地加强
执业药师审查，严格统一要求，共指导和纠正县级市场监管局进行
差错处置和延伸检查200多家次。

2000多家药店如何规范管理

“绿十字”成为亮丽风景线

大力推进药品零售连锁发展

早在2004年，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就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药品零售企业悬挂绿十字标识，以突
出行业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特
点。据悉，为维护绿十字标志的严肃
性，该商标已列入国家行业标准并经
国家工商总局注册，其图案为白底绿
十字，并衬以绿叶。“白底”意喻干净、
卫生、纯正，“绿色”表示生命、健康、
无害。

由于多种原因，我市曾经悬挂的“绿十字”标志未能得到长期
坚持。新实施的《宁波市药品零售企业设置规定》要求全市药店全
面恢复“绿十字”标志，明确在营业场所外醒目位置悬挂“绿十字”
标志，营业时间内保持标志发光清晰可见。

截至10月底，宁波近2500家药品零售企业已悬挂“绿十字”，使
之成为宁波大街小巷一个明显的标志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针对我市药品零售连锁率不高，药品零售企业行业发
展相对滞后的现状，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关于支持和鼓励
药品零售连锁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中提出了七条支持
和鼓励药品零售连锁创新发展的具体措施。

市市场监管局鼓励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在门店设置24
小时自动售药机，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自动售药机允许销
售非处方药。市市场监管局、市人力社保局将共同探索创
新“互联网+药品流通+医保移动支付”模式，开展直营连锁
门店自动售药机销售医保非处方药试点工作，每家药品零
售连锁企业可推荐1-2家信用等级A的直营连锁门店参
加，试点名单将在企业自愿申报基础上，由市市场监管局和
市人力社保局择优确定，后续将根据试点情况调整和扩大
推广范围。余姚、象山等地首批自动售药机有望在近期落
地实施。

利用“互联网+”开启“云处方”

近年来，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药用空心胶囊和
胶囊剂药品、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原料药、疫苗、生化药品、
中药提取物、医疗机构制剂、药包材等生产流通环节，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处置了一批违法案
件，辖区药品生产经营秩序日益规范，成效明显。

今年，根据《浙江省2018年度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
总体工作方案》，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监
管责任，共检查药店1847家、诊所1988家，督促提交自查
整改报告3835家；立案查处药店34起，收回4家药店的
GSP证书；立案查处诊所22起，对6起诊所违法案件向卫
计委进行了通报；另检查批发企业40家次（市局、县级局），
立案查处6起。

另外，对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的药品质量监督抽样
力度不断加大，抽样批次已连续五年保持在2500批次以
上，在全省11个地市中居于首位。可以说，宁波市药品质
量总体情况较为稳定，民众用药安全得到切实有效的保
障。 毛雷君 张淑蓉

宁波市市场监管局供图

继续严查严打药品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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