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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有礼”志愿者

准备开始第三段志愿服务的我
们，却被社区工作人员告知：“这里已
经是智能化运营，几乎不再需要人工
服务了，不如你们来体验一下吧！”

在柯城区斗潭未来社区便民服务
点的民生药事服务站，15 平方米左右
的空间，有智能诊室，还有医保办理业
务终端、自助购药机等设备。这里，拓
展了“医保+医疗+医药”的“三医联
动”服务格局。

我们进入智能诊室，映入眼帘的，
是一套集成了不同检测仪器的多功能
设备。

坐在设备前，无需复杂操作，我们
体验了一套“智能+自助”的诊疗流
程。首先，建立我们的健康档案。依
据系统提示，我们可自助使用仪器测
量血压，并站上专业体脂检测设备，测
量身高、体重、体脂率等数据。同时，
还可按需进行血糖、血氧、尿酸、胆固
醇等多维度、多指标测量。平均检测
流程只需要10分钟左右。

“ 血 压 110/70mmHg，体 脂 率
25%，健康状况良好，建议注意膳食平
衡，保持适当运动⋯⋯”完成后，系统
自动生成健康管理报告，并评估了我
们的健康状况。

“倘若需要一对一问诊，可以根据
输入症状描述，直接在线匹配医生。”
社区工作人员提醒我们。我们以“眼
睛不适”为由，在系统里发起申请。果
不其然，医生能直接查看我们已检测
完成的各项指标，也能实时指导我们，
使用身边的仪器自助完成更多检查。
现场得出的数据将在线同步，作为诊
断的参考。

新兴医疗技术与药事服务模式在
家门口的应用，悄然改变着斗潭未来
社区居民的生活。我们跟随居民郦女
士，在自助购药机屏幕上的提示下，点
击“我要买药”进入了购药界面，并通
过手机支付结算取药。从点击选择到
完成购买整个过程不到 1 分钟。她
说，这种 24 小时的服务，正适合像她
一样“喜欢偷懒”的年轻人。不仅如
此，自助体检、处方开具、医保报销等
服务，也都借助一项项的“黑科技”，足
不出社区，便可轻松办理。

不出小区就能问诊

记者在衢州柯城参与为百姓送健康——

药事服务，家门口解决
本报记者 赵璐洁 宋哲源 通讯员 郑 晨 共享联盟·柯城 叶剑亮 汪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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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竹林掩映，在衢州市柯
城区，一群行走的“白大褂”时常穿梭
于此，向着一幢幢老屋走去。

“老人家，哪里不舒服，我帮您做
个推拿”“为了您的身体着想，我帮您
换种药吧”⋯⋯位于七里乡均良村的
民生药事服务站，分外热闹，这群前来
义诊、提供药事志愿服务的“白大褂”，
成了“人气王”。老人们侧着耳朵，认
真听取医生与药师的用药建议。而在
城区新桥街的天福堂大药房，一场面
向周边居民的秋冬养生讲座，也在火

热地进行着。
健康生活，如何“近在眼前”？去年

以来，衢州柯城区推动建成6家民生药
事服务站，面向公众提供健康管理、药事
指导、科普宣传、中药代工等公益性服
务。为了惠及面更广，柯城区还将民生
药事服务项目延伸至未来社区和偏远山
区。前不久，该项目入选首批“浙江有
礼”省域文明新实践为民办实事项目。

近日，我们成为了志愿者，辗转于
各个站点，把药事服务送到群众的“家
门口”。

上午 9 时许，从衢州城区驱车 1
小时后，我们跟随义诊车队来到七里
乡均良村。沿着盘山公路爬升700多
米，山路在这里到了尽头。

眼前的村子，四下静谧。我们把
一箱箱装备从车上卸下，搬往村委会
的办公楼。箱里是血压计、血糖仪、医
用酒精等。东西不算沉，但要在这个
地形起伏的山村中穿梭，还是得格外
小心。

村委会办公楼前的拐角，传来阵
阵谈话声。原来，村里的老人们前几
日得知义诊的消息后，便早早在这里
排队等候。随行的柯城区市场监管局
药品医疗器械科科长吴晓萍是该区民
生药事服务站项目的负责人。她告诉
我们，村委会一楼同时也是村里的服
务站点。在该站点定期开展义诊、药
事服务，是民生药事服务站建设的“固
定项目”。

义诊台前，我们扶着87岁的老人
朱巧英坐下。老人患有高血压，家中
没有血压计，想过来测量一下。执业
药师郑名峰为她测了血压。“奶奶，您
的血压偏高，平时吃什么药？什么时
候吃？”郑名峰问。

朱巧英展示了手中的药盒，“每天
晚上吃。”

“ 通 常 ，晨 起 6 时 至 10 时 是 血
压高峰期时段，药要在这个时候服
下 才 有 效 果 。”郑 名 峰 耐 心 地 叮
嘱着。

作为典型的山区村，均良村常住
人口主要是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不
少老人和朱巧英一样，因为身患慢性
疾病，需要常年服药。同时，不懂药的
老人也不在少数。我们反复确认老人
们的用药情况。“山村里的老人们缺少
药事知识，子女又不在身边，容易用药
不当。”郑名峰说。因此，她检查时都
会格外仔细。我们与其他志愿者一
起，回收了十几位老人手中已经过期
失效的药品。

“按以前的法子，去城里看病买
药，一来一回没个半天下不来。”86 岁
的村民王香英说。义诊间隙，我们特
地去走了走老人口中的这条“看病
路”——坡度较陡的盘山公路蜿蜒向

下，一路行走近 20 分钟，方能到达最
近的公交站。此处的公交车平均 40
到 60 分钟一班。而剩下的车程，还
有约 20 站的距离。出山的困难，对
老人们而言可想而知。因此，一些老
人曾经只好“图省事”，如不紧急，便
不轻易出门，更谈不上定期检查、换
药等。

早前，柯城区由辖区内 2 家比较
规范的优质连锁药品经营企业承接，
在人群较为密布的地方设立民生药事
服务站。后来，考虑到诸如均良村这
样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山区村，便依
托送药上山便民服务点，在多个山区
村设置了民生药事服务站，提供基础
服务和常用药物。

“医生，我家老头子腿脚不好，你
们能不能去帮忙看看？”义诊接近尾
声时，有位老人向在场的医生、药师
求助道。语毕，一支近十人的“上门
小分队”便集结起来。我们跟着老
人，向村子深处走去。穿过曲折的小
路，踏过一级级石阶，老人一家住在
离村口还有数十米远的山坡上。由
于老伴曾经中风，老两口平日哪怕走
到村口也是一种奢求，更别提出山
看病。

类似的情况，长期驻点在该民生
药事服务站的村干部陈香花已经看到
过很多。过去，她只能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但如今，服务站的设置、义诊队
的定期进山，拉近了这些老人与优质
医疗资源的距离。义诊队上门后，对
老人一家都进行了仔细检查。确保无
虞 后 ，现 场 为 老 人 调 整 处 方 ，免 费
换药。

如今，村子的服务站会定期补
入一批乙类非处方药，以备不时之
需。我们在协助陈香花整理库存时
注意到，清单上，治疗感冒、牙痛等
小病小痛的药物，成了老人群体中
的“走俏品”。“有一次，有老人牙痛
来找我，我帮她倒水服了药，没过多
久，她就说感觉好多啦！”陈香花笑
着说。或许是实打实的效果，或许
是安心感带来的心理作用，这些深
居简出的老人们，不再像以前那么

“不知所措”了。

把药送进山坳坳

午后，均良村的问诊告一段落。郑
名峰与我们一同回到城区，到达她经营
的好邻居大药房。这家药房，也是柯城
区设立的民生药事服务站之一。这是
一家十几年的老店，郑名峰的服务在周
边社区中口碑很不错。其特色，就是打
造了给予老年人更多用药指导、提供更
多健康咨询、建立慢病药历档案等服务
的“老年人便利站”。

跟着郑名峰，我们仔仔细细地梳理
起上午在均良村义诊时的各项记录。
为了长期跟进老年人的用药情况，郑名
峰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给每位她所经
手的老人，做详实的药历。我们注意
到，在这本小小的册子上，有郑名峰在
城乡各地服务站义诊时留下的记录。
姓名、联系方式、健康问题等信息，密密
麻麻写了几十页。这已经是她不知第
几本记录册了。

“这几位，下次去的时候要再重点
关心。”郑名峰一边专心记录，一边低声
嘀咕着。

随后，我们赶往另一家药房。和这
家好邻居大药房不同，以柯城区新桥街
天福堂大药房为主体设立的民生药事
服务站，更侧重中医药服务。

当天下午，大药房里，中药打粉、切
片、煎煮业务格外繁忙。取药室中，我
们将一袋袋抓好的中药整齐摆放在小
桌上等待加工。到了晚上，它们就要被
包装好，等待顾客来取。

居民夏女士是这里的常客。她说，

自己因为肝胃气旺，每隔一段时间便要
开些中药调理身子。按往常的经验，开
方、拿药、煎煮、取药都要去中医院，这
一路的往返，对还要工作的她来说，无
疑是件折腾事。现在，建在家门口的民
生药事服务站帮了她大忙，“走几步路
来拿就行。”

天福堂大药房被评为“五星级”民
生药事服务站。药房内拥有完备的中
药加工设备。代煎中药，只是这个服务
站涵盖的 29 项免费药事服务项目之

一。该站点还会不定期为群众提供中
医药公益讲座等服务。夏女士和她的
闺蜜们，都是讲座的忠实“粉丝”。

“药事服务不能‘一刀切’，因为需
求是多样化的。”吴晓萍解释道，“因
此，民生药事服务站建设，提倡发挥各
站点自身服务特色与优势。”在柯城区
现有的服务站点当中，或侧重老年关
怀，或侧重中医药资源，或重点发展远
程配送⋯⋯它们在便民、服务、科普等
领域，都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

服务站特色各不同

扫一扫 看视频

用药就医无小事。2021 年以
来，衢州市柯城区全面开展民生药
事服务站建设。按照统一标识标
记、统一设置标准、统一药事服务
项目等要求，挂牌成立的6家民生
药事服务站，给群众用药、用械、健
康生活带来了切实的便利。

自民生药事服务站设立起，已
经累计服务近5万人次，并将民生药
事服务项目延伸至未来社区和偏远
山区。在未来社区“三医联动”服务
点，设置自动售药柜和智能诊室，为
社区群众提供便捷购药、自助体检、
医保报销等24小时一站式便民服
务；通过送药上山，解决山区群众购
药远、购药难的问题。民生药事服务
站还吸纳了更多社会资源、公益力量
参与，成立了药事志愿服务队，进一
步满足群众的基本药事服务需求。

衢州市柯城区
民生药事服务站
衢州市柯城区
民生药事服务站

春江月未来社区居民在民生药事服务站里的自助购药机上买药。 共享联盟·柯城 王思 摄

宋哲源赵璐洁

记者跟随民生药事服务站执业药师为山区老人提供药事服务。 柯城区市场监管局供图

二、竞买资格和要求：
2022 嘉秀洲-02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被列入嘉兴市本级土地市场黑名单、拖
欠土地出让金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申请人可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本次地块的竞买申请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以及竞得土
地后交纳的土地出让金须为竞买人（受让人）自有资金，并
在签订“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前应提供“不属于银行贷款、
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块不设底价，
设定土地上限价格，当土地竞价未达到上限价格时，按照价
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当土地竞价达到上限价格
时，不再接受更高报价，转为在上限价格基础上通过线下摇
号的方式确定竞得入选人。（具体详见《嘉兴市区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线下摇号规则》）
四、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

日起 30 日内缴纳土地出让金总额的 50%，其余土地出让金
须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65日之内付清（土地出让金由税
务部门征收）。缴款截止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节
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五、地块的竞得人应遵守嘉兴市房地产管理的相关政
策规定，如遇新的管理政策出台，则服从其规定。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通过浙江省土
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s://td.zjgtjy.cn/view/trade/
index）进行，挂牌时间：2022 年 11 月 15 日 10∶00 至 2022
年11月25日10∶00。

挂牌报名时间：2022 年 11 月 15 日 10∶00 至 2022 年 11
月24日16∶00。

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2022年11月24日16∶00。

挂牌报价时间：2022 年 11 月 15 日 10∶00 至 2022 年 11
月25日10∶00。

以上时间均以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时间为
准，竞买保证金到达指定账户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到账时
间为准。

开户单位：嘉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农业银行嘉兴分行
境外汇入（含境内NRA和OSA账户）的账户如下：
美元：19300414040009847
港币：19300413040000475
境内划入的账户如下：
美元：19300414040009839
港币：19300413040000467
七、申请人须办理或持有有效的数字证书（CA 认证）

（详见须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易系统，填

报相关信息，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后方可参加网
上挂牌出让活动。

八、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
文件。申请人可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
或下载挂牌出让文件。

九、联系方式：
1.系统网络技术咨询：0571-88877690
2.现场咨询：嘉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及联系人：0573-82512933

李先生 沈先生
地址：广场路350号

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嘉土秀洲[2022]第21号

经嘉兴市人民政府批准，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嘉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决定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嘉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10月26日

编号

2022嘉秀洲-025号

土地位置

新塍镇，朝阳路东侧、新塍花园北侧

1.人防区域的停车位不计入停车位配建指标
2.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要求：地下面积：57581平方米 规划用途：二类居住用地配套 开发层数：不大于2层 开发深度：不大于10米

土地面积
（㎡）

57581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01—1.2

建筑密度

不大于35%

绿地率

不小于30%

出让年限

70年

起始总价
（万元）

36276

保证金
（万元）

7260

项目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