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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尽快打通快递物流堵点
卡点、畅通物资送达“最后一公里”，
加快落实邮政快递业应对疫情“三岗
四优先”工作（返岗、稳岗、扩岗，优先
保障治疗用药、中药预防、防护物资、
差评清零），从21日起至2023年1月
31日，我市将发放总计2000万元的
邮政快递行业返岗稳岗补贴和物资
补助，首批500万元将于12月31日
发放完毕。

作为保障民生物资和医疗物资

运输运递的关键一环，无锡12000名
快递小哥负重承运、冒疫奔忙。据市
邮政管理局介绍，全市快递投递压力
加大，投递量较12月初持续增长，每
日投递量均在350万件以上，10日—
15日快递投递量环比增长了10%。
目前，一线收派人员比较紧张，实际
人员在岗率为75%。

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进一步细化疫情防控举措，围绕“三岗
四优先”，引导企业建强“主力军”的同

时，育好“预备队”，强化区域人力、运
力调配，加强人员招聘，及时补充人力
缺口；引导一线从业人员积极返岗和
扩大配送范围，有效缓解人力、运力压
力，集中解决邮件快件积压问题。

同时，全市各大快递公司正全力
推进行业保通保畅和人员稳岗复
工。稳定一线小哥“在岗率”，采用管
理人员下沉、增加劳务派遣、补充临
时用工、组建疏解突击队等方式，不
断充实末端投递力量；提升稳岗返岗

“积极性”，网点应开尽开、人员应返
岗尽返岗，为在岗返岗员工申请津补
贴、发放防疫礼包等；增加物资配送

“精细度”，优先满足防疫物资、紧急
药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运递需求，努力
确保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据介绍，我市还将成立快递稳岗
保供专班，探索快递员和外卖小哥融
合作业，倡导志愿者和更多人员加入
快递员队伍，切实稳住城市配送运
力。 （周茗芳）

本报讯 12月21日，市委书记杜
小刚主持召开全市疫情防控工作会
议，专题听取医药物资储备供应情况
汇报，并就做好相关工作进行再压实
再推进。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最新要求，坚持人民生命至上、人
民利益至上，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
措施，持续加强医药物资储备供应，
扩大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供给，全力
满足市民就医用药需求，坚决守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市长
赵建军作具体部署，市领导秦咏薪、
马良、周文栋，市政府秘书长陈寿彬
参加会议。

杜小刚指出，当前疫情防控的工
作重心已从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
上来，满足群众就医用药需求是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各部门要坚决
守好保健康、防重症的防线，多平台
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多渠道增加重点
药品供应，尽最大努力为迎战疫情高
峰做好准备。一要开展全过程机制

重塑。紧扣药品“产、采、供、投”全流
程，认真梳理政府服务端和社会供给
端药品流通渠道，抓紧推进工作机制
重塑，探索实行进驻、包干等制度，落
实行业监管、信息反馈、统筹调配等
机制，拿出更多务实具体可行的支持
政策，充分调动医药领域市场主体积
极性，更好保障百姓用药。二要提供
便利化为民服务。抓实抓好便民医
疗服务点建设这项民心工程，加快推
动核酸采样小屋功能转型优化，在保
持提供咨询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对特殊人群等的救助服务功能，探
索提供应对疫情常备药物，建立与医
疗机构无缝对接体系，延伸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服务，为居民解决实实在在
的困难。三要落实具体性关爱措
施。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关心关爱，抓
紧制定、严格落实激励保障政策，扎
实做好医疗机构各类物资供应，动态
优化调整医务人员编组、医疗力量配
备和工作班次安排，加强职业防护设
施建设、设备配备，使广大医务人员
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当

中。四要保障不间断企业运转。把
保障本土企业稳产达产、扩能扩产作
为重中之重，运用服务专班等形式，
帮助解决物流、用工、用水、用电、原
材料采购等方面困难，支持企业加班
加点、争分夺秒、开足马力，迅速进入
满负荷的生产状态，想方设法挖掘现
有产能、扩容新增产能，保障重点药
物的生产供应。五要做好社会面宣
传引导。加快构建立体化宣传网络，
更多采用可视化、互动式等形式，大
力宣传典型案例、先进人物、优秀做
法，积极倡导“邻里互助、余药共享”，
更好回应群众诉求、打消群众顾虑，
最大程度争取理解、支持和配合，形
成守望相助、齐心防疫的良好氛围。

赵建军强调，要多措并举拓展供
应渠道，聚焦布洛芬、美林、扑热息痛
等紧缺药品，紧盯白加黑、新康泰克
和散利痛等对乙酰氨基酚类药品以
及抗原、N95口罩、体温计、酒精等防
疫物资，加强与重点企业协调对接，
多方争取资源加大采购力度，着力扩
大口罩、抗原等涉疫物资本地产能，

在定点药店实行紧缺大包装药品“拆
零销售”和替代用药充足供应，以实
打实举措更好满足群众购药需求。
要全力以赴保障医疗救治，发挥定点
医院、亚定点医院、发热门诊、互联网
医院作用，精准有序做好新冠治疗药
物组织调度，有针对性向重点医疗机
构倾斜，尽最大努力保障新冠病毒感
染者及时用得上，统筹推进充实医疗
力量和落实激励机制，让一线医护
人员全身心投入救治工作。要用心
用情做实基层服务，积极推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功能向附近便民医疗
点延伸，拓展诊疗、配药和保障困难
群体用药等服务模式，加大急用药
品、中药、抗原等物资投放，为社区
居民特别是特殊重点群体提供便捷
高效“家门口的就医服务”。要广泛
发动引导互助共享，加强科普宣传，
引导群众按需购药、科学用药、有序
就医，倡导在“同事、同楼、同学、同
微信群”之间进行余药共享和调剂，
让医药资源发挥最大效益，传递关心
和正能量。 （惠晓婧）

近期随着阳性病例的增多，一些
人在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过程中，因用
药不当导致肝损伤。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组织权威专家就公众关心的
问题做出专业解答。

问：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常见药
的使用方面有哪些禁忌和不良反
应？公众应如何选择？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副主任
杨汀：感染新冠病毒以后，有发热、全
身疼痛症状，可以用一些解热镇痛的
药。有咽喉肿痛、咳嗽咳痰、胃肠道
症状，可以用一些相应的对症药物。
在使用这些药物前，一定要认真阅读
说明书，看好剂量、使用频次、注意事
项。比如对乙酰氨基酚是很常用的

解热镇痛药，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
者要禁用；有反复的消化道溃疡、出
血的人群以及孕妇、哺乳期妇女或者
对某些解热镇痛药物成分过敏的人
群也要慎用。有些患者为了把症状
迅速控制好，加倍药物剂量，我们不
建议这样使用。加倍药物剂量，效果
不一定好，但是增加了肝脏的负担，
增加了副作用。

另外，一些中成药或者汤药也可
以改善症状，有一定的康复效果，大
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用。

问：是否有必要使用、能否自行
服用抗新冠病毒药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
主任王贵强：目前，大部分人感染新

冠病毒后表现为轻型或无症状，但也
有少部分病人尤其是有基础病和没
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会出现肺炎等
症状，对这类重症高风险人群应进行
早期干预。

第九版诊疗方案中推荐了三种
抗新冠病毒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
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
和阿兹夫定，早期使用都可能减少重
症的发生，缩短病程、缩短病毒排毒
的时间。目前这三种抗新冠病毒药
物都应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指导下
使用。

问：对于一些感染新冠病毒的小
婴儿来说，他们可以选择的退热药有
限，能否用捂汗这种物理方式帮他们

退热？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

2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孩子，能选
择的退热药物只有对乙酰氨基酚；2个
月以下的孩子不能口服退热药，包括新
生儿在内的2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如果
出现发烧，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同时，不建议以捂汗的方式给小
婴儿进行退热。小婴儿体温调节中
枢发育不健全，皮肤散热是非常重要
的退热途径，如果给这些孩子捂过多
的衣物或被盖，就让他们没有办法经
皮肤去散热。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发
生严重的捂热综合征，可能出现呼吸
衰竭、脱水、神经系统损伤等严重并发
症，甚至有生命危险。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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