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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记者从
“健康内蒙古2030”建设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到2030年全区人均预
期寿命达到79岁，人均健
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主

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有
效控制，健康服务能力大
幅提升，健康产业规模显
著扩大。（10月17日《北方
新报》）

在我区经济快速发

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

断提升的大背景下，窃以

为，到2030年全区人均预

期寿命达到79岁的目标，

值得期待。人均预期寿命

延长是老百姓期盼的实惠

之一，就此而言，预期目标

本身就是一张振奋人心的

“民生答卷”，需要各方精

心“填写”。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

的因素，保护健康就是保

护社会生产力。延长人均

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居民

健康水平，既是自治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也是

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当

然，到2030年全区人均预

期寿命达到79岁的目标，

并不轻松，需要包括居民

个人在内的各种社会因

素积极努力。展开来说，

需要不断加大投入，提高

医疗保障水平；需要加大

环境治理力度，为群众营

造宜居宜业的居住环境；

需要广大群众改善生活

饮食习惯，积极预防慢性

疾病……

事实上，健康寿命比

延长寿命更重要。我们庆

幸赶上了好时候，为了健

康，让我们行动吧！

10月12日，记者从二连浩特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了解到，在“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中，该
局推行散装食品、食用农产品、现场制售食品信息标
签，让散装食品有了“身份证”。（10月16日《北方新
报》）

散装食品、食用农产品、现场制售食品也是市民

经常购买的食品，其卫生与安全也容不得半点马虎。

一直以来，对这类食品，市民难以得知它们的生产厂

家、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最多也只能通过“望闻

问摸”来感觉。而今，有了“现场自制食品信息卡”“散

装食品农产品信息卡”“散装食品标签”等，消费者就

能一目了然，这种管理模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对

经营商家而言无疑是一个约束和监督，对顾客而言则

是一个参考和借鉴，是非常有实用意义和推广价值

的。

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在标签上公

之于众，将使得散装食品卫生状况没有猫腻可存，也

容不下“躲猫猫”行为。顾客看标签选择服务，自然就

会促使商家珍视“身份证”的“原形”，也就必然会被

赶着去整改，去加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身份

证”标签的无形监督下，经营者若无视食品的卫生及

质量保障，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0月11日16时，15岁
的斯琴在万达广场门口的
公交站等公交时，突发哮
喘。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
机看到后，二话不说载着
斯琴和同学来到内蒙古医
院。他帮忙把斯琴送到抢
救室后，连车费都没收就
走了，也没有留下姓名和
联系方式。10月15日，斯琴
给记者打来电话，希望通
过本报寻找这位好的哥。
（10月16日《北方新报》）

好心帮助他人，却没

有得到应有的感谢，甚至

还惹得一身的麻烦，近些

年来这种事情在国内多地

不时地出现，让人感慨好人

难做。而这位好心的出租车

司机热心而果断地助人，实

在难能可贵，应该予以褒

奖。当然，受助者斯琴病情

稳定后，四处寻找这位司

机，只为向他当面道声谢，

我认为此举同样值得肯定。

生活当中，人们需要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并用

真诚的言语来表达自己的

感激之情。对关心自己、帮

助自己的人诚心诚意地道

声谢，不仅仅是一种礼貌，

更是对别人善意之举的一

种肯定和鼓励。

斯琴虽然只做了自己

该做的事情，但比起一些

昧着良心讹诈好心人的

人，却显得非常可敬。这种

知恩言谢的举动，同样是

一种社会正能量。

减脂课
爬树课、恋爱课，大学

里的“奇葩课程”想必你也
知道不少。如今，南京农业
大学又开了一门特别的选
修课———“运动减脂课”，
用减肥来代替一般的体育
课。然而，并不是谁都能报
这门课的，门槛就是，报名
同学得长得足够胖。

王军荣评论说：大学

生中有一些很胖的学生，其

健康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善，

令人担忧。现在大学日渐注

重学生的体育课，清华大学

更是要求人人学会游泳。但

我们也看到，大学中的体育

课多是常见课，也显得有些

枯燥。开设“减脂课”，体育

锻炼的同时，还能够获得学

分，想必可以大大激发学生

减肥肉的动力。

“减脂课”是为大学生

量身打造的“健康课”，希

望这样为大学生着想的选

修课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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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散装食品备“身份证”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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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恩言谢也是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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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麦香，秋收的喜悦传到
农行人的心上。农业银行因农而
生、顺农而长，服务“三农”是农业
银行的天职和使命。党的十八大
以来，农行内蒙古分行始终坚守
面向“三农”总体定位，坚持高举
服务“三农”、做强县域旗帜不动
摇，用情、用力、用心做好“三农”
金融服务。

华夏广袤地，农为根农为魂。
5年来，农行人延伸县域农村最深
远的服务网点，根系三农，服务三
农。用“金融活水”滋养着农村经
济的根，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截至2017年6月末，农行内蒙
古分行在县域地区累计开通农银
e管家7878户，占全部客户的52%；
在县域地区布放现金类自助设备
850台，自助服务终端557台。

中国经济是木，三农发展是
根，根系健康发达，木欣欣以向
荣。5年来，农行内蒙古分行不断
审视研究“三农”发展规律，意识

到用传统的服务方式，无法助力
现代农业发展，必须走创新之路，
创新机制，创新产品，践行大行担
当，做好服务三农的工作。

全力推进“金融扶贫富民工

程”。该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指示精神和自治区脱贫攻坚
要求，举全行之力推进“金融扶贫
富民工程”，以自主研发的“金穗
富农贷”和“金穗强农贷”两款产
品为依托，总结推广了“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农牧户+风险补偿金”
等八种金融扶贫贷款模式，扶助
贫困农牧民发展生产产业脱贫，
扶持扶贫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
的农牧民发家致富，有效破解了
贫困地区想致富、能致富的农牧
民“贷款难、贷款贵”难题，走出了
一条商业扶贫和普惠金融的新路
径。截至2017年5月末，累计投放
贷款311亿元，支持了近60万户农
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创新开展“美丽乡村”产业基

金。建设美丽乡村，改善人民群众
的生活条件，需要金融力量提供
更多便捷高效的产品和服务。
2015年9月，农行内蒙古分行与包
头市政府合作，率先设立了全国
首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基
金———“美丽乡村”产业基金，支
持当地经济社会建设，探索出了
可复制、可借鉴的银政合作新路
径，被农总行评为“服务三农好模
式”。截至2017年5月末，农总行共
批复内蒙古分行设立金融扶贫、
新型城镇化、农牧业产业化、稀
土、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等
各类产业基金21支，总规模635亿
元，实现了对各盟市的全覆盖。其
中，已设立并投资基金17支、投资
266亿元。通过产业基金业务带
动，有力支持了全区基础设施、农
牧业产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推
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
“数据网贷”破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为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面临

的门槛高、审批慢、担保难、负担重
等问题，内蒙古分行创新推出乳业
全产业链互联网金融信贷产品，为
蒙牛集团上线“数据网贷”业务，对
其上下游合作关系稳定、履约记录
良好的小微客户集群，提供批量、
自动、便捷的短期融资服务，开启
了重信用、轻担保、无抵押的小微
企业普惠金融服务模式，破解了小
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难题，使小
微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在线借款和
还款，实现了“即需即贷”。截至
2017年5月末，“数据网贷”业务已
上线客户409家、遍及26个省市，累
计办理业务3486笔、金额41772万
元，月均发生超300次，在上线客户
数、业务笔数、使用频次等方面均
居农行系统首位，被IBM中国研究
院纳入了重点研究案例。

着力做好三农普惠金融。全
面落实服务三农的经营定位，截
至2017年5月末，农行内蒙古分行
涉农涉牧贷款余额659.9亿元，占

全行贷款总额的42.2%。为改善农
村牧区支付结算环境，持续推行

“金穗惠农通”工程，通过与农牧
民自营的超市、医疗所、生产资料
经营门市等经营主体合作，投入
3000多万元，在县域地区布设了
6000多个“惠农通”工程服务点，
覆盖5500多个行政村，行政村覆
盖率55%。围绕进城农民生产经营
和消费升级金融需求，积极发展
农民住房安家贷、个人助业贷款、
汽车消费贷款等个人信贷业务，
截至2017年5月末，全行县域个人
贷款余额217.86亿元，其中农民住
房安家贷余额和增量分别为11.46
亿元和6.84亿元。与全区407家自
治区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对国家级和
自治区级龙头企业覆盖面分别达
92%和67%，连续三年荣获自治区

“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实绩突出金
融单位”荣誉称号。

文/鲁 娜

农行内蒙古分行：服务“三农”欣欣以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