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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打造5分钟购药圈
药店9道检验关检查上柜药品
本报记者 马辉

广联医药采取连锁经
营模式，为了更好地满足
百姓购药需求，现在城区
直营店的范围已经延伸至
北城、高新、北湖等区域，
全力打造“5分钟便民购药
圈”，并且逐步缩短这一时
间，让广联医药真正做到
老百姓家门口的平价放心
药店。

在城区繁华路段的一
家大型连锁零售药店内，
药品分为几大类整齐地摆
放在专柜内，除此之外，药
店专门设立的中药饮片
区、医疗器械专柜、保健食
品、化妆品等非药品专区
也占据了药店不少面积。
济宁新华鲁抗大药房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旭说，药店
布点遵循商圈店的原则，
即在人口密集区、城市繁
华地段的商业区布点，以
医院为中心设立门店；其
次就是设立社区店，实行
社区便利店的模式。现在
竞争日趋激烈，城区繁华
路段以及医院门店各大连
锁零售药店都已完成了布
点，开始到各个社区设立
门店，实行社区药品便利
店模式。

“新医改实施后，药店
经营受到一定冲击，药品
的毛利率明显下滑，很多
药品都是倒挂经营，我们
正在调整药品与非药品的
比例，寻求新的利益增长
点，多元经营。”陈旭说，药
店调整药品与非药品的所
占比例，增加了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家用消毒品等
与健康有关的非药品销
售，实行多元经营。“现在
有些门店的药品占到70%，
非药品达到30%，甚至个别
门店非药品占到40%。”

“我们今年还在邹城、
汶上等县市区设立了多家
门店，都是选择在城市中
心 地 段 ，设 立 大 型 旗 舰
店。”新华鲁抗大药房的运
营经理朱冬梅说。

品牌药店
向县域延伸

上柜严把9道检验关
一个小小的药片，却关乎着人

的生命安危。在城区的广联医药，董
事长王广明告诉记者，药品不同于
其他商品，做药品生意的，医德良心
不能丢，药品的质量安全永远都要
放在首位。

“在我们的药店里，药品上柜销
售前，必须要经过9道严格的质量验
收检查关。”广联医药总经理栾明香
告诉记者，为了让百姓吃上放心药，
从源头上杜绝假冒伪劣药品进入公
司的销售渠道，他们也专门完善了
质量管理保证体系。

而作为连锁药店，更是需要统

一的管理，广联一直实行统一采购
配送、统一质量验收、统一商号标
识、统一价格销售、统一信息网络监
控管理，杜绝了各种可能导致药品
质量问题的不规范经营活动。

“药店关乎着百姓安危，我们不
允许有一粒不合格药品从药店流向
百姓家中。”济宁市药监局副局长邓
德光告诉记者，去年以来，药监部门
又提高了药品零售企业申办的门
槛，要求连锁经营药店开店面积不
低于60平方米，单体药店不得低于
100平方米，提高单体药店的准入门
槛，增加其竞争力，保证市民的用药

安全。“济宁市药监局副局长邓德光
表示，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以及严
格的药品监管政策，现在药品市场
经营更趋于规范。

“现在药监部门也逐步放宽了
一类以及部分二类家庭医疗器械的
销售许可，像市民家庭用的血压计、
血压表、血糖仪等家用消毒产品的
销售，药店实行多元化经营，对增加
保健品、食品等非药品的销售只需
工商部门增加经营范围即可。”邓德
光表示，多元化、集约化、规模化、连
锁化将是未来零售药店发展的趋
势。

出门5分钟能买到药
今年60多岁的市民张大爷患有

高血压，需要长期服药，然而，在他
居住的科苑小区，出了小区门便有
好几家药店，方便得很。“现在的药
店越来越多，走不几分钟就能买到
药，对老百姓来说确实方便。”张大
爷告诉记者。

不仅是老城区的药店遍地开花，
随着城市框架的不断拉升，很多新建
小区还没有多少业主入驻，连锁药店
就已经抢先设立门店进行布点，零售
药店竞争明显加剧。济宁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
两年济宁新增药店的速度明显放缓，
城区药店已趋于区域性饱和，城区5分
钟便民购药圈已经形成。

记者从城区共青团路和东门大
街交叉路口出发，东西南北四个方
向步行进行了体验测算。沿共青团
路向北不到5分钟到达济宁康福大
药房，向东路口处就有一家新华鲁
抗大药店，沿东门大街、文大街向南
有一家康福大药方，向西步行两分
钟就有一家广联药店。记者又随机
采访了5名市民，其中4名市民反映
从所在的小区步行五分钟基本就有
一家药店。

在一些城区繁华路段、小区密
集区，记者注意到，平均步行几百米
几乎就有一家连锁药店，在古槐路
段仅附院周边二三百米距离就有6

家药店。在赛马特超市周边，同一连
锁品牌零售药店就设了3家门店。

济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
场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两年

来，城区新增药店的速度明显放缓，
从最新统计的数据看，去年全市新
增连锁药店有29家，新增单体药店
38家，注销的单体药店15家。“市场
的优胜劣汰，使得药店零售企业竞
争日益加剧，今年新增的连锁零售
药店多半是在县市区新增门店，城
区布点的也多是边缘的社区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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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疼脑热，摔伤扭伤，市民最多想到的就是小区门前的药店了。根据济宁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统计，截至目前，济宁已有零售药店2100余家，按济宁常住人口830万计算，平

均每4247人共用—家药店，接近全国4100人拥有—家药店的平均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国

际上7000—8000人就有—家药店的标准。尤其是在城区，5分钟便民购药圈已基本形成。

一位市民正在买药。

广联药店遍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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