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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市中区农产品价格

品名

大米（标一米）

鲜猪肉（一级）

鸡蛋

黄瓜

西红柿

青椒

莴笋

（单位：元/500克时间：2021年10月27日）据市发展改革委

价格

2.40

13.00

6.00

3.00

5.00

5.00

4.00

品名

面粉（特一粉）

菜籽油（散装）

芹菜

白萝卜

土豆

圆白菜

四季豆

价格

2.50

9.00

6.50

2.00

2.00

2.00

6.00

本报讯（记者 祝贺）为更好服务客
户，兴业银行乐山分行近日积极开展

“兴公益”惠民活动，多措并举，凸显金
融服务的公益属性和人文关怀，让消
费者切实感受到“有温度”的金融服
务。

记者注意到，在兴业银行乐山分
行营业网点内，设置有专门的“便民驿
站”，配备有便民雨伞、手机充电器、饮
水机等，为客户提供免费饮水、充电等
服务。驿站环境干净整洁，服务区内
陈设简单却温馨，各类日常便民设施
一应俱全，为有需求的公众提供了极
大便利。除了为客户提供更加方便贴
心的服务外，该行便民公益服务区还
向环卫工人、外卖员等户外劳动者开
放，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为了让残障人士和老年群体享

受到更加细致、贴心的服务，便民服
务区专门配备了爱心座椅、老花镜、
放大镜等设备，让老年客户在办理业
务过程中感受到舒心、放心。此外还
添置了轮椅、血压（血糖）仪、创可贴
等应急医疗用品，随时为客户的健康
保驾护航。

兴业银行乐山分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兴公益”便民服务区虽然只
是在网点中建立的一个小小空间，
但是正是这些用心、贴心、细心的服
务方式，增加了网点的烟火气和人
情味，也得到了不少客户的肯定和
赞赏。未来，该行将用“一点一滴，
一兴一益”的精神，一如既往地做实
做细金融便民服务工作，争做客户
身边有担当、有责任、有温度的银
行。

兴业银行乐山分行：
“兴公益”便民服务暖人心

“双十一”临近
向营销短信

说不！
“双十一”就要到了，最近电商平台的不

少“短信轰炸”让消费者不堪其扰，广告短信
不仅数量多，而且还存在退订困难，用户在回
复字母“T”后，营销短信仍未停止发送。

“每年‘双十一’都要收到垃圾短信，短信中还明确
地指出我的姓名，太讨厌了。”“‘双十一’期间手机就没
有一天是安静的。”……“双十一”预售近日开启，不少市
民表示，每天收到数十条商家促销短信，甚至还会接到
商家打来的预售活动电话，让人不堪其扰。

市民宋女士告诉记者，从10月21日起，她的手机短
信就收到了各种商家的优惠活动信息。“短信里有‘降

价’‘领券’等各种广告，大多数都是我之前买过商品的
店铺，也有不少是自己从未购物的商家。”她表示。

和宋女士一样，市民吴先生也十分困扰，他表示：
“每天都会收到促销短信，有时候一天能收到10多条。
短信后面附上了相应的网址，让我去点击。但是有些不
认识的网址、不认识的商家发来的短信，根本就不敢点
进去。”

近年来，“双十一”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
呈现集中爆发现象，电商平台的相关投诉占比高达九
成，且衍生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信息投诉。特别
是部分平台“默认注册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商
家强制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显侵害消费者
权益。

为此，日前，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聚焦营销短信
扰民问题召开行政指导会，规范电商平台短信营销行
为。会议要求，各主要电商平台要正视存在的问题，严
格遵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等，认真履行依法经营电信业务承诺，强化自我约束
和自我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安宁权。

电商平台要立即全面自查自纠零售、金融等相关产
品的短信营销行为，不得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求擅自发
送营销短信，完善现有短信营销预案，及时向行业主管
部门报告阶段工作进展情况。

相关基础电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要立即完善
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加强短信端口接入管理，规范短
信签名使用，不得接入违规转租资源，不得扩大签名使
用范围，通过“回头看”，推动常态化治理。

温馨提示>>>

“ 双 十 一 ”期
间，优惠短信会蜂
拥而至，大家需要
警惕的是：凡是短
信中有优惠券或者
红包链接的都不要
点，因为链接中很
可 能 含 有 木 马 病
毒，能“秒”盗客户
信息和账户资金。
接到此类信息如有
疑问，可拨打电商
或第三方支付网站
官 方 客 服 咨 询 确
认。若不慎点击，
应第一时间关闭手
机网络，修改网银、
支付宝等重要账户
密码，并通过安全
软 件 查 杀 木 马 病
毒。

市民声音 短信“轰炸”不堪其扰

多措并举 规范电商平台短信营销

记者 祝贺

不堪其扰 图据新华社

医
疗
卫
生

数
说

自市第七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始终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动力，更加注重预防
为主和健康促进，更加注重提高基本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更加注重卫生健康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更加注重中西医并
重，积极推进“健康乐山”建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汛救灾等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为群众幸福“加码”，逐步实现百姓“健
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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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圆“健康”幸福“加码”

记者 戴余乐

医疗综合实力 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
院等省部级医院资源优势，带动提升了全市医疗服
务水平。

2019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马边彝族自治县
人民医院建成嵌合型医联体。加快推动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提质增效，建成三级乙等综合医院4个，创
建（在建）省级重点专科达到14个。25家医疗机构
开展临床路径病种试点，成立42个市级医疗质量
控制分中心，医疗质量和安全进一步强化。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城乡和区域医药卫生人才
分布逐渐趋于合理，各类人才队伍统筹协调发展。
持续提升卫生人才素质和科技教育能力，卫生人才
引进、培养、开发、评价、选拔任用和科技教育激励
保障等机制、体制逐步健全，卫生人才成长和发挥
作用的政策环境更加完善，基本建成一支数量比较
适宜、质量比较优良、结构比较优化、分布比较合理
的医药卫生人才队伍，为实现“健康乐山”目标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医卫体制改革 迈出新步伐

近年来，乐山加大公立医院改革力度，全面实
施分级诊疗试点，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扩容。

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耗材加成，调整医疗
服务价格。有序推进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
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积极构建医
疗“三监管”综合监管体系，积极推进“放管服”改
革。

深入开展“贫困人群医疗救助扶持行动”“贫困
地区医疗能力提升行动”“贫困地区卫生人才培植
行动”“贫困地区生育秩序整治行动”，健康扶贫攻
坚成效显著。

公共卫生工作 取得新进展

近年来，乐山免疫规划管理工作更加科学规
范，地方病、慢性病防治能力稳步提升，以市为单
位，整体达到克山病、血吸虫病防治国家消除标
准。全市中小学校无结核病聚集性疫情发生，全面
完成省级下达的结核病规划目标任务，结核病防治
全省排名并列第一。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乐山卫健始终把疫情防控
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局部应
急处置相结合，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
安全有序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逐步构建群体免
疫屏障，全力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全市累计确诊病例共3例且已全部治愈出院，
病例数和发病率为全省最低市（州）之一。 连续16
个月无新增病例，巩固了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不断夯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乐山不断
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立以全科医生为主体、
全科专科有效联动、医防有机融合的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模式。不断增强基层卫生体系建设，采取“订
单培养、村来村去”模式，培养约500名乡村医生，
彻底消灭了乡村医生“空白村”。优化重大疾病防
控策略，加强妇幼健康管理，依托乐山老年病专科
医院建立康养中心，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医养服
务。

人均预期寿命
柱状图

77.34岁

78.47岁
19.38/10万

4.56/10万

孕产妇死亡率
柱状图

3.28‰

4.42‰

婴儿死亡率
柱状图

6.01‰

4.88‰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柱状图

（以上柱状图为“十三五”期初与期末对比数据）

“十三五”以来，乐山人均预期寿命
从77.34岁提高到78.47岁，孕产妇
死亡率从 19.38/10万下降到4.56/
10万，婴儿死亡率从 4.42‰下降到
3.28‰ ，5 岁 以 下 儿 童 死 亡 率 从
6.01‰下降到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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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参与分级诊疗建
设达100％，建成医共体2个、城市医疗
集团2个、远程医疗协作网 13个，组建
1444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236.61
万名签约居民提供家庭医生服务。

严 重 精 神 障 碍 患 者 报 告 患 病 率
4.85‰，规范管理率96.73%，无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发生。2型糖
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83.86%、
高 血 压 患 者 基 层 规 范 管 理 服 务 率
85.7%。

创建6个社区医院，按照每个村卫生
室7万元建设标准，投入资金4011万元
大 力 推 进 村 卫 生 室 房 屋 建 设 。 组 建
1444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打造“家庭
医生示范工作室”12个。

全市共建成国家级中医重点专科2
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17个。全市中医
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占比达到 15%，拥
有国家师承指导老师4人，四川省十大名
中医1人，省名中医23人，国家师承工作
室4个，省十大名中医工作室 1个，全国
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2个。

全市卫生技术人员总量超过
2.2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
医师数达到2.6人。

分
级
诊
疗

疾
病
控
制

公共服务

中
医
药
事
业人

才
队
伍

健
康
扶
贫

贫困患者县域内住院个人支付占比控制在
4.7%，大病救治率达到100%，贫困人口县域
内就诊率达96.8%。贫困人口健康体检率达
到99.1%。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100%达
标，市级2家三级医院为321家贫困地区基层
医疗机构提远程服务5万余人次。

（以上均为“十三五”以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