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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药品打包促销，有点乱
菏泽部分药店搭售明文禁止药品，专家提醒市民购药需理性

本报6330000热线消息(记者
姚楠 田卉) 近日，有市民向

本报反映，菏泽市城区内一些药
店，为增加客源、加大销量，推出

“买三赠一”、“买药赠生活用品”
等促销活动。记者了解到，促销
药品中，部分药品是明文禁止搭
售的。

在牡丹南路一家药店，还
未进门，就看到店内贴着写有

“低价”、“买三赠一”等字样的
黄色大标签。部分明文规定禁

止搭售的甲类非处方药的感冒
药，或三盒、或五盒地装在彩色
塑料袋里，打包销售，有的贴出

“低价”标签，再加上正在销售
的暖手宝、按摩捶、沐浴液、养
生茶等普通商品，药店内的一
些区域如同超市的日用品销售
专区。

市民晋女士告诉记者，听说
这家药店正在进行“买药超过30

元即可获赠一斤鸡蛋”的活动，
连忙前来“采购药品”。她说由于

家人患有高血压，平时不断药，
“早晚都要买，这里搞促销，还能
获赠一斤鸡蛋，比较划算”。

药品能按商品打包促销吗？
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
作人员称药店这种行为有些不
妥，目前这种现象存在着一些监
管盲区，提醒市民药品和普通商
品不同，不能乱吃、不宜多吃，购
买需理性，按需购买。

据了解，目前药品分为处方
药和非处方药，非处方药又分为

甲类非处方药(包装上的OTC标
志为红色)和乙类非处方药(OTC

标志为绿色)。
按照《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

法》的规定，“药品生产、经营企
业不得以搭售、买药品赠药品、
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向公众赠
送处方药或者甲类非处方药”。
其中处方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
使用，药店只能凭医生的处方才
能出售；甲类非处方药也必须在
驻店执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

使用。药店这种促销和买赠的形
式，无形中会增加患者购买的药
量，但是药品有效期限都有严格
限制，超量或延期服用存在很多
风险。

目前国家对买药赠食品或
生活物品的行为缺乏明确细则，
使得监管没有依据，存在盲区。
据了解，国家规定处方药和甲类
非处方药不能买赠，但是对于乙
类非处方药并没有明确禁止买
赠。

“地下”冒热水 雾气热腾腾
该谁负责撕扯不清，市民感叹热水外泄，可惜了

本报6330000热线消息(记者
崔如坤) “冒热水好几天了，

也没人管！”12月5日，家住菏泽南
华康城的王先生向本报反映，人
民路与八一路交叉口附近有热
水源源不断地冒出，不仅导致路
面积水还产生雾气，严重影响了
市民出行。“这种情况都一周了，
也没有部门来处理！”

5日下午，记者来到人民路
与八一路交叉口附近，看到交叉
口西南角有三处正在汩汩地往
上冒热水，热水形成的雾气笼罩
着附近路段。尽管下着雨，但该
路段明显比它处积水严重。短短
十多分钟，就有不少市民路过，
但由于积水和雾气，不得不绕到

机动车道上前行，非常危险。
“因下雨雾气还小了呢，前

几天真是雾气缭绕。”附近居民
代先生说，前几日就有大雾天
气，而此处由于热水源源不断流
出，路面形成一个长二三十米的
积水带，“热水产生大量雾气，跟
本看不见路！”代先生抱怨道，他
每天上下班路过时，只能绕道机
动车道上。“是不是供暖管道坏
了，赶快修修吧，路面都快被浸
坏了。”

随后，记者联系到热力公
司。工作人员表示，针对人民路
与八一路交叉口附近冒热水的
情况，他们曾先后两次派维修人
员到现场查看情况，确定并不是

供暖管道出现破裂导致。他们推
测或是南华温泉排出的水，“有
可能市政管道堵了，南华温泉排
出的水便从那儿冒出来。”

而南华温泉的邓经理解释，
他们浴场的水是循环消毒使用
的，只在每周一下午换一次水。

“我们浴场天天往外排热水的
话，还不赔死啊。”邓经理称。

菏泽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养护
公司一负责人告诉记者，热水是从
供暖管道冒出来的，热力公司的人
员正在设法维修。而当记者再次联
系到热力公司时，工作人员仍称，
热水并非由供暖管道冒出。

村道“坑”人，没完没了
很多村民骑电动三轮车侧翻，但因涉改造道路无法重建
本报记者 周千清

“很多骑电动三轮车出行的
村民在这翻车，但不知道该找哪
个部门进行修缮。”牡丹区东城街
道办事处丁庄村村口的主道路已
是满目疮痍，让村民吃尽了苦头。
据了解，丁庄村位于双河路中段，
穿过丁村庄可以绕过太原路与双
河路交叉口，到达太原路。因为平
时通行车辆较多、加之村内经营
性企业行车，该路段痼疾缠身。

坑洼路面

居民苦不堪言

“ 这 条 路 我 们 晚 上 不 敢
走。”丁庄村村民闫德纯说，他和
爱人在村口经营流动餐车卖小
吃，那条大坑小洼连成片的路，是
他们出门做生意最便捷的途径，
但是晚上回家却要绕道而行。

“一车的锅碗瓢盆，一不小心
就全碎了。”闫德纯的流动餐车是
全家营生的工具，也是一个小型
厨房：瓷盘、瓷碗、各种厨具、材料
一应俱全，他们每天早上出门都
非常谨慎，生怕因为哪个坑而把
全车的东西毁了，但是晚上看不
见脚下的路，他们宁愿绕村一圈

回家。
闫德纯告诉记者，老年人骑

车经过时发生翻车现象时有发
生，“有的坑很大很深，老年人骑
三轮车或者电车把控不住，就会
翻车”。5日，记者骑车在此路体验
了一把，稍不留神车身便滑到坑
中，极难把控，南行至村头的路都
如这般。

5日13时许，丁庄村村民和老
伴骑电动三轮车出门归来，经过
这个路口，他们便从电动三轮车
下来，选择了步行。“万一翻车怎
么办。”张新颜说。

涉改造规划

道路建设无法进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机

告诉记者，从丁庄村穿行，不但
可以避免太原路与双河路的堵
车问题，还可以逃过西行的查
车，“早中晚下班时间堵车很严
重，严重时会沿东北方向堵至黄
河路”。

除了绕行的小轿车，还有大
型车辆在此通行，有的是到村内
维修厂进行维修或是拉货车辆。

“除了这些车辆外，村南头的雪糕
厂经常有货车通行，只是冬天通
行次数会少些。”该村村民告诉记
者。

牡丹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张副
主任告诉记者，按照正规程序会
上报建设局，由建设局相关部门
建设道路，但是该处涉及改造规
划，无法进行道路建设。“规划方
案已经出台，并经过审批，年后会
开展相关事宜。”张主任告诉记
者，虽然涉及改造规划，但是仍会
出面协调村内的企业出资维修路
面，努力改善现状。

一市民从雾气加积水的
路段穿过。记者 崔如坤 摄

汽车
中“头奖”

菏泽市民王先生的车子经常
停在府东街两旁，可每天都担心
落一车的鸟粪。府东街两旁的法
桐树是鸟儿经常栖息的地方，一
些树上还有鸟窝，不时有鸟粪落
下。行人从下面经过都要小心躲
避，但一不留神还是“中奖”，不少
在这停车的车主更是小心翼翼，
怕中了“头奖”。本报记者 邓兴
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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