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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8日，记者从日照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日照市环保
国控站点PM2 . 5浓度、CO浓度、综合指数等三项
指标改善率居全省第一位，全年重污染天数同比减
少13天，未出现严重污染天气。

去年以来，日照市环保部门针对当前存在环境
突出问题的传统行业和新兴的行业制定了多项环保
准入指导意见，使企业有规可循、有标可依。为加
快推动日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源头上规范行业
发展，完善环境管理体系建设，督促企业落实污染
防治体系起到规范作用。1月18日，日照又印发了
《日照市建筑垃圾资源利用产业环境准入指导意见
（试行）》等8个环境准入（保护）指导意见。

日照去年未出现

严重污染天气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高华超

近日来，随着流感患者的增加，一种叫做
奥司他韦的感冒药火了。不少媒体报道，奥司
他韦在一些医院和药房频频断货，成为了“抢
手药”。在日照，这种药品是否也出现了断货
的情况呢？记者就此事进行了调查走访。

全城无货

2月22日，记者走访了日照市润生大药
房、紫光药业、真诚大药房、蓝天大药房等6
家药店发现，奥司他韦目前均无货。在润生堂
大药房三分店，有店员告诉记者，去年进了两
批奥司他韦，但很快就卖完了。

记者又来到日照东港医药公司，该公司业
务科负责人表示公司没有销售此药物，主要因
为“达菲”磷酸奥司他韦是进口药品，销售需
要授权，再一个就是考虑到该药价格比较贵，
怕不容易卖，过期了。

“奥司他韦主要用于重症流感患者，而且
有副作用，大多数的流感患者不需要这么重的
药，”真诚大药房的店员对记者说，“这个药
价格很贵，150多元钱也买不了几片，而且大
医院也不一定有。”

22日下午，记者在日照市人民医院呼吸内
科候诊室随机采访了几名感冒患者，大多数没
听过奥司他韦这种药，只有个别患者听过“可
威”奥司他韦。该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赵琳接
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表示，该院也遇到了好几
回奥司他韦断货的情况。

赵琳告诉记者，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就有
因感冒前来门诊的患者，拿着手机微信或者网
上的文章让大夫看，主动要求医生给自己开
“可威”奥司他韦。“一些网上流传的关于流
感的文章提到了奥司他韦，但内容并不严谨，
很多病人被误导。”

销量暴涨

国家流感中心网站近日公布的流感监测结
果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南、北方省份流
感活动仍均处于冬季流行高峰水平，且呈现上
升趋势。

1月8日，国家卫计委发布了《流行性感冒
诊疗方案(2018版)》，方案要求，对老年人、

儿童、孕妇、有基础性疾病的重点人群及时治
疗和使用抗病毒药物。在抗流感病毒药物中，
推荐神经氨酸酶抑制剂（NAI），对甲型、乙
型流感均有效，其中就有奥司他韦、扎那米韦
和帕拉米韦。

记者查询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发现，目前
国内已获批的奥司他韦，进口的只有罗氏生产
的商品名为达菲的多个剂型；国产的两家分别
为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阳光药）和上海中西三维药业有限公司两
家企业生产的磷酸奥司他韦胶囊或颗粒。其
中，前者是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唯一国内生产
企业，其商品名为“可威”。

东阳光药官网信息显示，2006年，东阳光
药获得罗氏关于奥司他韦在中国的专利授权许
可，目前为国内最大的奥司他韦生产商。东阳
光药的“可威”颗粒作为全国独家，主要针对
儿童使用，是公司销售额占比超过50%的核心
产品。该公司声称，可威产品将成为公司第一
个销售超过10亿元大关的“重磅炸弹”。

在日照市人民医院，用的就是国产的“可
威”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价格比进口的“达
菲”磷酸奥司他韦胶囊要便宜一些，每盒售价
130元左右，两者药效相似，而“可威”磷酸
奥司他韦颗粒每盒售价60元左右。据赵琳回
忆，从去年年底开始，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
碰到十几个专门来拿“可威”的。因此在流感
的高峰期，患者经常会有开不到药的情况。

记者在网上查询了几家售药网站，显示15
毫克、10袋装的“可威”奥司他韦颗粒网上零售
价为每盒79元到128元不等，但均有价无药。

谈到奥司他韦的断货问题，赵琳认为，一
个方面是因为近期流感患者比往年同期增多，
但药物生产量有限，第二个方面是因为人们的
恐慌，盲目相信网上的谣传，很多普通感冒患
者也去买这种药，有的甚至囤药。

不要盲目使用

针对有医院开不到奥司他韦等抗感冒病毒
药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近日回应，已要求全国
医疗机构紧急采取临时采购的措施，采购包括
奥司他韦、扎那米韦和帕拉米韦在内的抗流感
病毒药物，保障抗病毒药物供应。

赵琳告诉记者，奥司他韦是一种抗病毒药
物，但该药并不适用于所有感冒患者，并非

“神药”，市民不要盲目使用。服药前要先区
分患得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流感并不可怕，
对普通人来说，在没有并发症的前提下，轻型
流感是可以自愈的。

“我们建议高危的患者使用，比如老人、
儿童、孕妇或免疫力低下等人群使用奥司他
韦，或者伴有高热、浑身酸痛、肺炎等症状的
重症患者使用。”赵琳说，“流感发病48小时
内服用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物，可以缩短病
程，缓解不适感。”

赵琳提醒，流感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
播，所以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戴
口罩，多开窗通风，尽量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
方。此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对
于老弱妇孺，建议每年在流感季节来临之前接
种流感疫苗。接种疫苗后10～15天可产生抗
体，一个月时抗体达高峰，免疫力可持续一
年。如果怀疑流感暴发时，还可以采用预防性
治疗，时间持续2周或流感爆发结束后1周。”
赵琳说。

身价不菲，却屡屡售罄，医生提醒———

奥司他韦非“神药”勿滥用

□记 者 丁兆霞
通讯员 李 波 逄仁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日前从日照市教育局获
悉，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加强教育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日照市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意
见》（下称《意见》），将多项办学重要环节
的权限下放给学校，初步构建起现代教育治理
体系。

据悉，《意见》明确规定将切实转变对学
校行政管理方式；建立新型学校用人制度，全
面深化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建立新型学校
办学经费管理使用制度；建立新型学校教育教

学管理制度和检查评估机制。将副校长聘任、
内部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聘任、基础设施修
缮、设备采购、基建项目招标和管理、图书采
购等方面的管理权限全面落实和下放给学校。
学校在高层次短缺人才招聘，教师评优表彰，
普通高中特长生录取和职业学校自主招生等权
限都将扩大。

《意见》要求，已具备下放条件的管理权
限要直接下放，尚无实践先例的，可先行试
点、逐步推广。市直学校及五莲县、日照经济
技术开发区、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先行开展试点
工作，其他区县各选取不少于10所学校开展试
点工作。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实现教育治理
能力现代化。

学校管理将有章可循。《意见》强调，学
校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和修订并公开发布
学校章程，中小学、中职学校实现“一校一章
程”，依照章程依法自主办学，内涵发展。校
长应依据章程每学年度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提交
履职报告，并报送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教
育行政部门应会同事业单位监督管理机关对学
校履行章程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监督，并作
为对学校督导评估、学年度绩效考核和学校领
导任用考察的重要依据。

学校各项决策出台将更民主。《意见》要

求，学校要健全校长负责制，建立校务委员
会，积极探索校务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和运行规
则，发挥其在学校民主决策中的作用；完善学
校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健全教职工代表大
会、家长委员会和学生代表大会等制度，拓宽
教师、家长和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渠道。
完善校务公开制度，健全重要部门、岗位的权
力监督与制约机制。

同时，《意见》要求依法建立健全社会参
与学校管理机制，积极探索试行社区、家长、
媒体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多形式介入的监督
机制。积极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价，完善社会化
评价体系。

日照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副校长聘任、基础设施修缮、设备采购等权限全面下放

□丁兆霞 董丹丹 报道

日照首个物业管理委员会成立
2月22日，按照现场投票和微信投票两种方式，东港区秦楼街道西班牙公馆小区选

举产生了首届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这是《日照市物业管理条例》出台后，该市成立的
首个物业管理委员会。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王帅彩 报道
近日，山海天公安分局在辖区范围内组织开展

以“乡村联防互动、警区协作共建”为主题的消防
安全宣传活动，多措并举筑牢农村“防火墙”。

□记者 杜辉升 高华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1日，由日照市人社局、市残

联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2018年就业援助月-政
策宣传日”活动举行，活动当天发放宣传材料3000
余份、解答服务咨询500余人次，进一步增进了群
众对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创业政策的了解，着力解
决好就业创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此次活动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不让一个
困难群众掉队”为主题，通过悬挂宣传标语、搭设
咨询台、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展开。活动期
间，日照市人社局以街道（乡镇）为单位，实行分
片包干，加强宣传引导，鼓励就业困难人员自主申
报。同时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开展走访调查登
记，摸清各类就业援助对象基本情况、就业状态和
就业服务需求，信息全部登记建册，录入山东省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系统，实现全覆盖、全实名。

对于援助对象未实现就业的，制订帮扶方案，
建立“就业帮扶联系人制度”，一对一及时跟踪跟
进服务。对于就业意愿不强的，加强职业指导，促
进其主动投入到求职就业过程；对于技能较低的，实
施针对性强的职业培训，帮助其尽快掌握一门实用
技能；对于家庭负担重、就业时间不固定的，为其提
供工作地点合适、工作时间灵活的岗位信息；对于通
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的，开发一批公益性岗位
托底安置。引导各级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带
头安排残疾人工作，推进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日照就业帮扶

落实“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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