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肝豆状核变性患者重获新生的青霉

胺、心脏用药鱼精蛋白……这些经典普药甚
至是“救命药”慢慢变成了市场难觅的小品种

药。如何破解“一药难求”、保障患者的用药需
求？上药信谊发起组织的国内首个“药联体”

即国家小品种药供应保障联合体正试图破解
这一难题。截至目前，上药信谊已投资 2亿元

用于绿色集中生产基地建设，保障了包括地

高辛片、青霉胺片、氯丙嗪片、别嘌醇片等一
大批小品种药（短缺药）的生产和供应。

小品种药是指临床必需、用量小、市场供
应不稳定、易出现临床短缺的药品。“短缺药的

成因复杂，工艺、成本、市场等各种因素都有，
保供也是世界性难题。”信谊董事长顾浩亮表

示，要解决小品种药的供应问题，核心是要解
决原料药和其他原材料的配套供应问题。

上海医药联合全国 26家企业共同成立
全国首个“药联体”，成员单位覆盖贸易、原

料、辅料、包材、制剂、研发等生产企业。所有

成员单位达成共识，构建长期、稳定的药品供
应保障体系，促进原料制剂产业链一体化。

顾浩亮介绍，几年前，由于原料药缺乏，
全国范围出现大面积青霉胺片断货，不少肝

豆状核变性患者为之恐慌。上药信谊着手解
决青霉胺原料的短缺问题，与江西东风制药

有限公司签订十年协议，由江西东风投资

1000万新建原料药独立车间，彻底解决了青
霉胺片的短缺问题。同时通过国际原料药的

引进，解决了某些产品在国内没有原料药的
情况。另外，药联体成员中有一家专门做原料

药和制剂研发的单位，从根本上解决原料药
的保供和制剂的生产工艺问题。

硫?鱼精蛋白注射液是心脏外科体外循
环手术中必须用药，也属于典型的易短缺药

品。“出现暂时性药品短缺，单纯依靠市场机
制调节无法解决问题。企业从患者用药需求

出发，提升生产供应量，与国家卫健委商议撮

合药品价格，减轻患者治疗负担。”顾浩亮认
为，市场撮合这种政府“搭平台”“促对接”的

方式，有利于企业准确把握需求量、价格等信
息，保障短缺药品稳定供应。

“铜娃娃”（肝豆状核变性）、“熊猫宝宝”
（戈谢病）、“蓝嘴唇”（肺动脉高压）、“牵线木

偶人”（多发性硬化症）……这些罕见病患者

的用药需求也是上药的关注重点。“上药是国
内拥有罕见病批文最多的企业，目前现有产

品中被用于治疗罕见病的共有 17个品种，涉
及 18个适应症。”顾浩亮介绍，上药从 2019

年下半年推进罕见病业务平台建设，目前已
恢复了维 A?片等 4个产品的生产。未来，

上海医药将进一步发挥“药联体”平台作用，
通过平台加强与政府间的沟通，政府参与指

导，最终促成市场化的保供机制；通过丰富基
地保供产品范围，形成集中生产的成本优势；

加强短缺药研发，发挥自主配套作用，进一步
探索短缺药、罕见病用药国家医保和商保政

策的结合机制。
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国有 6家重点企业

开展集中生产基地建设，形成小品种药规模
化生产，保障短缺药供应从“救火式”迈向常

态化、系统化。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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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上午介绍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药联体”破解用药“急难愁”
上药信谊保障一大批小品种药生产供应

    ?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潘子璇）初

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249310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8.3%，比 2020

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0.6%；比 2019年一季度
增长 10.3%，两年平均增长 5.0%。今天上午，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1年一季度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指出，一季

度，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生产需求
扩大，市场活力提升，就业物价稳定，民生保

障有力，国民经济开局良好。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1332亿元，

同比增长 8.1%，两年平均增长 2.3%；第二产

业增加值 92623亿元，同比增长 24.4%，两年
平均增长 6.0%；第三产业增加值 145355亿

元，同比增长 15.6%，两年平均增长 4.7%。刘
爱华表示，一方面，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18.3%，受到上年较低基数、员工就地过
年工作日有所增加等不可比因素影响；另一

方面，一季度环比增长 0.6%，两年平均增长

5.0%，表明我国经济稳定恢复。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开局良好主要体现五

方面。

■ 生产需求持续改善 从同比的情况

看，在市场需求逐步恢复、上年基数较低、就

地过年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主要指标都呈现
了两位数的增长。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了 18.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3.9%，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25.6%，货物进
出口总额增长 29.2%。

■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一季度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4%，同比下降 0.4个百分
点。其中 3月份为 5.3%，同比下降 0.6个百分

点。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297万人，完成
了全年预定目标任务的 27%。从物价看，一季

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持平，其中 3月份由上月

的下降 0.2%转为上涨 0.4%，涨势比较温和。

■ 新动能快速成长 一季度规模以上高
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31.2%，两年平均增长

12.3%。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9%，
两年平均增长 9.7%。这两个增速都是快于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增速的。高技术产业投

资同比增长了 37.3%，两年平均增长 9.9%，快

于全部投资 7个百分点。

■ 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1-2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79倍，两年平

均增长 31.2%；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扭亏为盈，
实现利润总额达到了 1690亿元，上年同期是

亏损的。居民收入继续增加，一季度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 13.7%，两年平均

增长 4.5%；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 市场预期稳中向好 3月份，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1.9%，比上月上升 1.3个百
分点，连续 13个月位于景气区间；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 56.3%，上升 4.9个百分点；综合
PMI产出指数为 55.3%，上升 3.7个百分点。

    使用一项产品或服务时， 有问

题，找客服。 但人工客服，有时却很
难找。

近日有媒体关注了老人找不到
人工客服、 客服电话难打通的问题，

不少人反映， 一些客服电话、“智能客
服” 不仅糊弄老年人， 对年轻人也是

“一视同仁”。有的客服，似乎并不是用

来服务客户，而是“专治客户不服”。

有的客服电话，菜单设置得层层

叠叠，或是直接由所谓的“智能客服”

上阵，但未必提供得了问题的答案；想
找人工客服，却仿佛陷入一场“躲猫猫”游戏，

不一定找得到入口，即使找到了，也可能需要长时
间等待。 有一次实在找不到人工客服， 上网查询

“攻略”，结果哭笑不得地发现，只需说一句“转人
工”。 然而，这就像“芝麻开门”的暗语，对知道的人

来说很简单，不知道的只能满头问号，手足无措。

不仅客服电话难找“人工”，一些 App的

在线客服也是如此。 往往是先由“智能客服”

应对，“智能”卡壳，再转“人工”。 如今，包括我
在内，不少用户的底线一再后退，只要能一键

转人工客服，就已经相当满足。 然而，用户的
“体贴” 未必换得来企业或平台相应的 “贴

心”。 据媒体调查发现，有些“智能客服”供应
商，可以帮忙在客服软件后台制造障碍，拖延

用户转进人工客服的时间， 甚至可以完全不

设置“转人工”之类的关键词。这就解释了为何一
些“智能客服”反复兜圈子，让用户难觅“人工”。

企业或平台使用“智能客服”，减少甚至不
用人工客服，主要原因无外乎是为了降低成本，

但不该以损害用户权益、恶化用户体验为代价。

就算用“智能客服”，也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智

能”，能真正为用户解决问题、提供服务。 同时，

对于“智能客服”解决不了的问题，以及无法适
应“智能客服”的用户，应该设置简单明了的人

工客服入口。

“人工”难找的现象，除了企业或平台自

觉、用户“用脚投票”，该怎么治？

经济稳定恢复今年一季度GDP

同比增长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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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民

足不出“沪”也
能欣赏“西施”

娇颜———一年
一度的上海滨

江森林公园杜
鹃花展昨天开

幕，200 多个

品 种 、20000
余株杜鹃花将

陆续开放，即
日起至“五一”

期间是最佳赏
花期。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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