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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来看，即使持“证”上
岗，打折售卖，老坛酸菜方便面销
售额大不如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销量没有
明显好转。”步步高汇金店、株百超
市等商超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随机采访了 80 多位市
民，绝大部分受访市民表示，不会
再购买老坛酸菜面产品，甚至凡涉
及“酸菜”类的粉面都不敢购买，

“怕踩雷”。曾是康师傅老坛酸菜
牛肉面铁杆粉丝的张先生说：“脚
尖上的酸爽，我实在消受不起了！”

其他小部分受访市民则表示，

重拾信任需要一个过程，如果再买
这类方便面会注意生产日期。

市消委相关负责人建议，有酸
菜情结的吃货，如果真想吃老坛酸
菜系列方便面，切记看准生产日
期，尽量挑经过整改后再上市的产
品。

一位业内人士也表示，监管部
门更需要做的是，以问题为导向，
以最严格的标准对食品企业及产
品进行长效常态监管，倒逼督促企
业把质量安全管理责任落到实处，
这才是对企业最好、最有用的支
持。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王晖 通讯员/陈志梧）83岁的
老人就医路上心脏骤停，医疗急
救团队紧急施救从死神手中抢
回老人。4月21日上午，市人民
医院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当天上午 9 时左右，袁姓老
人因身体不适打算去医院检查，
没想到在路上突然晕倒，被家属
送到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到达
时，老人已意识丧失，心跳呼吸
已停止，面色惨白。

急诊科医护人员迅速启动
急救程序，分工合作，展开心肺
复苏，气管插管、吸痰，呼吸机辅
助呼吸，动脉、静脉采血急查等
相关项目。经过 10 分钟抢救，
患者恢复心跳，可以利用呼吸机
辅助呼吸，成功地被医护人员从
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患者现在
情况已经稍微稳定，在ICU进行
进一步治疗。

市人民医院急症科副主任
医师郑静静提醒，心肺复苏黄金
时间为 4 至 6 分钟，一旦遇到心
脏骤停类似情况，可第一时间拨
打 120，并采取心肺复苏急救法
帮助患者赢得抢救时间。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
体记者/杨凌凌）4 月 23 日
下午，“幸福邻里、书香株
洲”读书活动走进芦淞区
庆云街道锦绣江山小区，
为小区居民带去一场丰富
的文化盛宴。

在现场，志愿者们为
居民开展注册读者证服
务、借阅图书服务、“e线送
书”、“你读书 我买单”活
动操作等，并宣传推广电
子书、听书等数字阅读，以及读
者积分、“阅读知识大闯关”等，
向市民介绍家谱和地方文献，并
进行地方文献现场征集。这些
面对面的活动加强了市民的参
与感以及对图书馆知识的了解。

现场还设置了跳蚤市场，让
市民带着书籍、玩具等闲置物品
进行现场交换。孩子们还可以
玩泥塑、剪纸艺术，以及各种趣
味小游戏，提高了居民的参与
度，将活动氛围拉得满满。

老坛酸菜方便面“重出江湖”
持“证”上架、打折售卖，但消费者并不买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蓉

读书活动进社区

▲锦绣江山小区读书活动现场。
记者/杨凌凌 摄

心脏骤停10分钟
老人从死亡线上被拉回

“在公共厕所没有看到免费提供的手
纸。”记者现场向荷塘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
创文工作的工作人员反映了这个问题。

“有手纸的，我带你看一下。”工作人员
带着记者进入男厕所，推开一间大便间的
门，找到了装有卷纸的卷纸箱。

记者发现，将卷纸箱安装在大便间内，
满足“公共厕所有免费提供的手纸”要求，
但手纸放置位置与很多单位的公共卫生间
及建宁驿站不同，未放置在醒目位置。卷

纸箱安装在大便间内，小便间、盥洗室区域
未见相关提示。

另外，公共卫生间内未见无障碍卫生
间。工作人员解释称，因场地有限，无障碍
卫生间设在位于政务服务中心所在办公楼
内的一家单位，有残障人士需要使用，会有
工作人员协助前往。

在石峰区政务服务中心，5 号服务窗
口，粘贴的数字“5”出现脱胶现象。

消失一个多月后，老坛酸菜方便面“重出江湖”了。
4月25日，记者在株百、步步高汇金店、戴永红连锁零食店等商超、便

利店看到，涉及央视 3·15 晚会曝光食品风波的“统一老坛酸菜方便面”
“康师傅老坛酸菜方便面”重新出现在货架上，但市场反响不一。

今年 3 月 15 日，央视 3·15 晚
会曝光“老坛酸菜包竟是土坑腌
制”，随后，老坛酸菜方便面相关产
品被我市各大商超紧急下架。

这次重新上架，销售情况如
何？

“在出事之前，‘统一’和‘康师
傅’这两个品牌的方便面一直是同
类产品的 C 位担当，铺货面积最
大、位置最好。”株百超市业务经理
王安告诉记者，“这次重新上架后，

考虑此前的不良影响，我们减少了
铺货量，摆货位置相对靠边。”

变化的不只是在超市的摆放
位置。

4月23日，记者在步步高超市
汇金店里看到，“统一”“康师傅”的
老坛酸菜面都在打折促销，比之前
售价降低了2元至3元。货架旁展
现产品的各种自检文件以及供应
商的来源和合格证明，让消费者放
心购买。

方便面持“证”上架

销售遇冷，可择“期”购买

多个政务中心及周边路段
车辆乱停现象突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政务服务中心内的公共厕所，手纸放置在什么地
方，更方便市民取用？周边路段车辆乱停乱放，可以放
任不管？……4月25日，本报记者对石峰区政务服务中
心、荷塘区政务服务中心及其周边路段进行走访，发现
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较突出，一些细节问题有待完善。

在荷塘区政务服务中心院内，停车位“供不应
求”。停车位基本上都停放了车辆，部分车辆因无停
车位，占据通道停放。院外，几辆私家车在政务服务
中心出入口前停放，占据斑马线和部分行车道。政
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较
多，但场地有限，停车位不足。

在石峰区政务服务中心前面一段长度约200米
的先锋路路段，路边施划的停车位非常有限，“座无虚
席”。不少车辆驶上人行道停放。记者现场清点发
现，停放在道路两边人行道上的车辆有19辆，人行道
堵塞严重。

上午11时20分左右，乱停车现象在神农大道市
民中心路段也较突出。多辆私家车占据行车道停
放。在施划有黄色网格线的区域，停有3辆出租车在
揽客。

周边路段，车辆乱停现象突出

一些细节问题有待完善

▲先锋路石峰区政务服务中心路段，人行道上停满车辆。记者/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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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药店不受网店的影响，还越开越多？

500米长的街道开了7家药店
“内卷”加剧，零售药店还好吗？

策划/李曙光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蒿

“除餐饮店和便利店之外，家门口现在最多的就
是药店。”近日，家住石峰区响石岭街道仁和小区的读
者李先生拨打晚报热线，讲述自己观察到的一个“怪
象”：这个月，小区旁又新开了一家零售药店，他数了
一下发现，以小区为中心，一条500米的街道，居然聚
集了7家零售药店。

这让李先生很疑惑，在众多实体店举步维艰的当
下，零售药店这门生意有那么好做吗？

与李先生有类似感受的市民不在少数。“以前一
条街只有一两家药店，现在感觉遍地都是。”家住天元
区金丰小区的邱先生告诉记者，他十多年前刚到株洲
的时候，新闻路附近只有两家药店，而现在感觉药店
遍地都是。

零售药店到底有多密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显
示，目前，株洲共有 1437 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按全
市 390 万常住人口计算，零售药店店均服务人口为
2700多人。

根据医保电子凭证微信小程序的精准定位，如果
以新闻路 18 号为圆心，划定一个半径为 500 米的圆
圈，圈内共有 15 家零售药店。如果将圆圈的半径扩
大至1公里，圈内共有50家零售药店，这些药店的位
置大多都在临街黄金地段。

数据显示，近几年，全国零售药店一直在保持飞
速增长。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数据，2021
年前三季度，全国药店数量达到58.7万家，比2020年
增加了近3.4万家，比2018年增加了近13.7万家。

“株洲是全国药店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市区
某中型连锁药房老板孙逸飞（化名）说，近几年，众多
的上市连锁药房在借助资本力量的加速并购、扩张，
而株洲正处于益丰、老百姓、千金大药房等连锁企业
的竞争腹地。

药店为什么越开越多？市场空间巨大无疑是首
要原因。

“相比其他行业，药品的利润更高，前几天买了两
盒共12剂次的益生菌颗粒，就花了80多元。”在市民廖
先生看来，买药品不像买水果、零食一样先看价格再决
定买不买。“不管开价多少都得买，没有议价的空间。”

中康 CMH 咨询平台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药
店零售市场规模为2817亿元，到2021年，这一数字已
经上升到4916亿元，不到10年的时间几乎增长一倍。

高速增长的市场引来众多角逐者，业内预计，随
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们的医疗健康支出将进
一步增长。

新冠疫情及药店参与集采带来的医院处方外流
加速，也给了零售药店更多的发展空间，数据显示，在
一些医药分离程度高的国家，药店是处方药主要的销
售渠道，占比高达 50%以上，而国内现在还有很大增
长空间。

“医保‘双通道’政策既可以让患者购药便利性大
大提升，也推动了处方药流向药店。”孙逸飞介绍，为
抓住新的机遇，国内各大连锁药店早在几年前就摩拳
擦掌，纷纷加速布局“双通道”药店。

电商的繁荣，对众多线下实体店形成巨大的冲
击，但相对而言，尽管有阿里健康、京东健康、平安好
医生等为代表的“医药电商平台”，药品依然是零售行
业中受电商冲击最小的。

“生病买药属于突发事件，难以预测，网购所需要
等待的物流时间并不是病人能等待的。”一位药店从
业者说，网购买药满足不了人们的及时需求，同时，在
药店根据医嘱进行买药，更加安全和放心。这也是实
体药店不受电商冲击而越开越多的原因。

尽管市场“蛋糕”越来越大，但数量的不
断增加，竞争变得越来越大，不少从业者告诉
记者，行业已经从过去的“躺着赚钱”，变成

“微利求生”。
“以前 4000 人的区域内只有一个药店，

现在已经缩小到了 2000 人，为了争夺客户，
大家都想尽办法搞促销，利润率也越来越
低。”天元区某药店老板说。

记者注意到，为了带动销量，各零售药店
可谓手段百出。相比零食店，会员日也是药
店吸引人气的方式，4月25日，庐山路附近一
家老百姓大药房开展全场8.5折促销活动，此
外还有第二件“0 元购”，满额加送好礼，等
等。不远处的千金大药房则在每月 8 日、18
日、28日开展8.5折促销。100米外的益丰大
药房除周末会员日满减外，还打出“买贵了3
倍返差价”的横幅。

除了折扣之外，为居民免费测血压、血
糖，提供用药咨询等服务也是重要的营销方
式。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药店为周边的慢
性病患者进行长期的健康监测管理，提供送
药上门等服务，以此来提高客户忠诚度。

保健品等非药品也是零售药店主要的利
润来源，无论连锁药店还是单体药店，保健品
都被放在柜台醒目位置。年报数据显示，受疫
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益丰药房非药品业务
增速达55.42%，老百姓大药房非药品销售增
长48.64%，增速均是业务板块中最高的。

随着大型连锁药店的进入，中小单
体店的生存越来越艰难，药品零售行业
正进入大鱼吃小鱼、重新洗牌的优胜劣
汰阶段。

湖南是平均药房的发源地，作为老
百姓、益丰、千金等行业头部企业的重
要根据地，等早在2018年，株洲药店的
连锁率就超过了 70%，是全国药品零
售领域的发展标杆区域。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的零售药店将
更多融入健康生活教育、疾病预防、上
门用药服务、保健服务及体验等多种功
能要素，实现预防、用药及保健方面的
一体化健康服务。一些大型连锁药企
已在尝试开展从医到药的大健康产业
链布局，来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这
些都是小的单体店无法完成的。

零售药店既要“卖药”
也要“卖服务”

传统药店行业的好日子到头了，这
在业内已经成为共识。

单纯的药品销售，不再是一本万
利、只赚不赔的好生意，在线上线下供
应趋于饱和、药品整体供大于求的局面
之下，仅依靠卖药或线下问诊作为盈利
手段的传统思维，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
的节奏。

不过，以服务取胜，药店仍不可取
代的场景优势，通过面对面，医师或药
师能更好地面对面问诊和沟通，尤其是
需要望闻问切的中医更是如此。日益庞
大的老年人群体，也非常需要全程式的
治疗关怀，可以说，围绕药品而展开的健
康宣传、诊断治疗、用药咨询、线下体验
等服务，是线下药店最大的优势所在。

当前，预防疾病和保健养生越来越
为人们所重视，从单纯以“卖药”向健康
服务转型，对于零售药店来说势在必行。

▲一家零售药店开展促销活动，不远处是另一家
药店。 记者/周蒿 摄

现象

零售药店“遍地开花”
半径一公里的圆圈内有药店50家

原因

市场空间巨大
“是受零售行业电商冲击最小的”

观察

激烈竞争之下
零售药店如何赚钱？

变化

中小单体药店加速淘汰
连锁药店成行业趋势

记者手记

▲滋补养生产品摆在货架醒目位置。
记者/周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