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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头雁”显担当 倾力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邮储银行重庆分行

力度不减弱
畅通双城发展“主动脉”

高铁、飞机、高速公路、港口航
道、轨道交通……“十三五”时期，特
别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
后，重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
异，一张“行千里，致广大”的立体交
通宏图徐徐展开。

天堑已变通途，力挺“双城记”一路
高歌猛进。而这背后，始终有邮储银行
重庆分行的鼎力相助。近年来，邮储银
行重庆分行积极拥抱基建主业，全力参
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互联互通、城
市更新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
建设。截至目前，分行已为高速、铁路等
辖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基建项目发放
相关贷款17笔，金额超40亿元。

在双城经济圈北翼支点、渝东北区
域中心城市万州，由邮储银行重庆分行
支持的重庆市万州区北部新城新型城镇
化PPP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项目
估算总投资约188.55亿元，以PPP投资
模式开发建设。”据分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项目对重庆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
要战略节点具有重大意义，将助推万州
区打造成为长江上游的“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先行示范区，助力当地居民安
居乐业，推动当地企业稳步发展，提升区
域竞争力及城市对外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邮储银行重庆分
行后续还将把水利投资集团、重庆城
投等市级优质城投企业为重点对象，
通过本外币债券、非标融资等公司信
贷、交易银行、投资银行产品加强银
政、银企合作。

创新再加持
当好两地企业“店小二”

“邮储银行不愧是国有大行，服务
专业、高效又贴心，解决了我们公司的
燃眉之急！”谈到邮储银行的“银税互
动”产品——小微易贷，重庆馨艺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馨艺科技”）负责
人竖起了大拇指。

去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
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工作如火如荼地进
行，市场上对企业计算机设备、监控设
备安装、维护等服务需求也越来越
多。馨艺科技就是一家提供上述服务
的小型科创民营企业。在客户订单旺
盛、急需资金采购材料设备的情况下，
恰逢邮储银行重庆万盛支行开展送金
融服务到企业活动。了解完客户的基

本经营情况后，工作人员指导客户申
请办理小微易贷，当天即为其发放贷
款62.5万元，及时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事实上，该案例仅是邮储银行重
庆分行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持续强化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的冰山
一角。据悉，该行积极聚焦科技创新
目标要求，紧扣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
键核心技术等重点领域，在2021年对
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科技
认定标准的小型、微型企业，推出了银
担“总对总”——科技贷（批量担保）专
项产品，企业无需提供任何资产抵质
押，截至2021年末，批量担保科技贷
发放金额超1.7亿元。

当前，邮储银行重庆分行联合四
川省分行与四川兴川贷公司、数字

重庆公司携手共建“川渝振兴贷”系
列品牌产品。面向川渝两地个体工
商户、小微企业主以及农村及城镇
生产经营者，利用川渝政企数据互
通共享、数字画像，首期共创“川渝
振兴贷”系列数字金融产品，实现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助力川
渝经营客户快速融资，加强川渝协
同，以融助产。

与此同时，该行还积极完善“线
下+线上”“一般+零售”的小企业信贷
产品体系建设。在成渝经济互通先行
先试重点区域，加快完善“线下+线上”

“一般+零售”的小企业信贷产品体系
建设，实现产品嵌入场景，快速引流，
实现深耕客户。

李端 徐一琪

在川渝协作日趋紧
密背景下，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正在迈向“深
水区”。作为深耕巴渝多
年的国有大行，邮储银行
重庆分行积极践行金融
使命，充分发挥一把手作
为组长的组织领导小组
作用，统筹推进相关项目
的拓展工作，全方位优化
金融服务水平和能力，不
断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取得新进展 。

□本报记者 李珩

手指动一动就能预约挂号、药学门诊还
能指导患者用药……3月4日，记者从市卫
生健康委获悉，“十三五”期间，我市全面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智慧医院”“美
丽医院”建设。截至目前，全市拥有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20922个，其中，三甲医院数量
达39家，二甲医院实现区县全覆盖，建成较
为完善的全生命周期健康覆盖网络，进一步
改善了群众就医体验，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已建成较为完善的生命周期健康
覆盖网络

连日来，沙坪坝区人民医院井双院区项
目建设工地上，工人来回穿梭，十分忙碌。
目前，该项目已进入装饰工程收尾阶段，预
计本月完工。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22亿元，占地
面积101亩，规划床位1200张，并配备128
排双源CT、1.5T磁共振、医用血管造影X射
线系统（DSA）等高端医疗设备。

井双院区项目是我市推进医疗资源扩

容与均衡布局的一个缩影。据市卫生健
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三甲医
院数量达到39家，拥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20922个，二甲医院实现区县全覆盖，建成
较为完善的生命周期健康覆盖网络。

按照规划，重庆正加快构建布局合理、
学科完备、特色鲜明、优质高效的三级医疗
服务体系。到2025年，全市将建成100家
三级医院，每个区县至少布局一家，以优质
医疗资源守护人民健康。

“智慧医院”分时就诊缩短至30
分钟以内

“孩子患有变异性哮喘，最近感冒咳嗽，
先后吃了头孢、肺力咳合剂、小儿肺热咳喘颗
粒等药，还在咳嗽。除了顺尔宁，还可以用哪
些药？”3月3日晚，市民向娇向重医附属儿童
医院呼吸中心主治医师尹丽娟发起了线上问
诊。大约3分钟后，尹丽娟“上线”了，在仔细
问诊后，她建议加用丙卡特罗口服一周。

“线上问诊很方便，这样我就不用请假
带孩子去医院了。”向娇说，这并非她第一次
在线上问诊，如果需要线下就诊，医生也会
主动提出来。

这样便利的就医过程得益于我市“智慧
医院”的建设。据了解，2018年重庆率先在
全国开展智慧医院示范建设，并通过大数据
赋能智慧医疗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已评选

出智慧医院建设示范单位57家，占全市二
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总数的1/3。

目前，这57家“智慧医院”将分时就诊缩
短至30分钟以内，90%以上实现患者分时预
约，人工智能导诊指引、自助服务覆盖全部诊
区，多渠道多方式结算支付、自助电子票据、
线上住院办理等便民诊疗服务普遍开展。

此外，截至2021年12月，全市共有“美
丽医院”建设示范单位66家。通过“美丽医
院”建设，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健全预约诊疗、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5项制度，创新多学科
联合会诊、日间手术等5种诊疗模式，医疗
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35家医院开设药学门诊或医药
联合门诊

“我现在药费少了一大半。”在重医附二
院药学门诊就诊后，医生为70岁的陈大爷
调整了用药，将最初的9种药调整到4种，每
月药费由原来的600多元降为200多元。
用药调整后陈大爷病情稳定。

据重医附二院药学部副主任钱妍介绍，
该院药学部于2019年11月正式开设独立
药学门诊，覆盖渝中和江南两个院区，共8
名临床药师坐诊。

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称，目前全市
35家医院开设了药学门诊或医药联合门诊，
累计服务患者已超过10万余人次；全市有45

家医院开展临床药师驻科服务，住院科室
670个、驻科临床药师245人。临床药师参
与药物治疗管理5万人次，药学查房10万人
次，医嘱审核7万余人次。全市三级医疗机
构平均门(急)诊处方点评合格率上升1.5个百
分点，住院医嘱点评合格率上升4个百分点。

建成医养结合机构173个，每千
人口拥有婴幼儿托位1.5个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医养结合
服务。截至去年底，全市共有医养结合机构
173个，医养结合床位数5.04万张，医养结
合从业人员2.09万人。

渝中区上清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设有康养照护中心，分为医疗驿站、康复驿
站、养老驿站区。“我们可以给老年人提供疾
病照护、康复照护等一体化服务。”上清寺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称。

“十三五”以来，我市还推进公共场所母
婴设施建设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作为完善全面两孩政策、三孩生育政策
配套支持重要举措。

截至目前，全市有551个公共场所配置
母婴设施，建成标准化母婴室674个；用人
单位建成“爱心妈咪小屋”等母婴设施481
个，基本实现应配尽配。全市提供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机构有1300余家，每千
人口拥有婴幼儿托位1.5个。

看病便捷又“智慧”“一老一小”有依靠
●全市已有三甲医院39家，智慧医院建设示范单位57家
●共有医养结合机构173个，婴幼儿照护机构1300余家

本 报 讯 （记 者 崔
曜）“垃圾分类全民参与”
2021年重庆市垃圾分类公
益广告创意设计大赛正在
火热进行中。3月2日，市
生活垃圾分类协会秘书长
袁文卫为大赛“支招”，他表
示，参赛作品形式可以不拘
一格，主办单位可继续探索
多元长效的传播方式。

“公益广告创意设计要
体现社会效益性、主题现实
性和表现号召性，要引起公
众共鸣。”袁文卫说，除大赛
要求内容外，参赛作品还可
以结合现实生活，体现垃圾
源头减量等话题，例如快递
包装减量、减少一次性用品
使用等。参赛者可以通过
作品倡导低碳生产生活方
式，体现垃圾分类对大自然
的益处。

大赛如何进一步扩大
影响力与专业度？袁文卫
表示，大赛组委会应多向专
家学者及社会各界征求意
见和建议，以提升其专业水
准。参赛作品的筛选应符
合公益定位，体现时代特色
和人文关怀；参赛作品形式
可以不拘一格，但应富有创
意，紧贴受众。

如何保持比赛热度和
垃圾分类的关注度？“垃圾分

类是一项长期性工作，坚持下来才能看
到成效。”袁文卫建议，获奖作品评选出
来后，主办单位可以探索多元长效的传
播方式，一方面通过公益短信广而告之，
或者在小区、学校张贴公益广告等。另
一方面，协会也会吸纳更多企业参与，组
建行业智库，制定行业标准，进一步动员
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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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3月4日，市住
房城乡建委与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中
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签订保障性租赁住房
战略合作协议。根据签约内容，“十四五”期
间，这两家银行将对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
目分别提供不低于4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总
量，利率可根据具体项目按照基准利率下浮
提供最优惠支持。

当天，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重庆市分行与6家企业签订了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项目金融贷款合同，共计贷款
金额约15亿元，涉及项目9个、房源约1万
套。

据介绍，重庆此前出台了《关于加快发
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引导市场
主体积极参与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以盘活
存量为主，优先利用公租房、公房、安置房、
居民住房等，重点在一点四区（轨道站点、商
业商务区、产业园区、校区、院区）及周边布
局。截至目前，全市已落实保障性租赁住房

5.2万套（间），今年底前还将新筹集7.6万套
（间）。

“‘十四五’期间，我市计划新筹集保障性
租赁住房40万套（间）。”市住房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重庆通过签订贷款和授信协
议，强化政、银、企合作，建立健全与金融机构
对接机制，形成金融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
设运营的合作模式，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
给，吸引人才创新创业，解决新市民、青年人
住房困难问题。

重庆将融资800亿元助力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本报记者 崔曜

“爷爷是去年年底
走的，这段时间我经常
梦到他。虽然我们没得
血缘关系，但他对我来
说却和亲爷爷一样亲。”
3月 2日，记者见到了
2021年度“感动重庆十
大人物”周千会。她口
中的“爷爷”是她赡养了
15年的孤寡老人柯瑞
林。

在两江新区人和街
道和睦路社区家中，周
千会反复擦拭着与柯瑞
林的合影，仿佛老人家
未曾离去。在和睦路社
区，几乎人人都知道周
千会和柯瑞林这对“爷
孙”的故事。16年前，柯瑞林的老伴去世，作为邻居的周千会
不忍见他孤独终老，决定收留并照顾这位无任何经济来源也
无子女的孤寡老人。

“我记得那个时候，柯爷爷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怕黑’。”
周千会知道柯瑞林害怕孤单，就让儿子、丈夫也一起陪伴老
人。她与丈夫称柯瑞林为“爷爷”，儿子邓中洪则叫柯瑞林“祖
祖”。“妈妈说，这是我的祖祖，要亲热他、孝顺他。”邓中洪还跟
柯瑞林同住一间房，“从那以后，我多了一个慈祥的‘靠山’，有
时我闯了祸祖祖还会替我向爸妈说情。”

前些年，尽管年事已高，但柯瑞林的身体还算硬朗，生活
能自理。“当时我们两口子晚上在外面摆摊卖烧烤，白天休
息。”周千会记得，为了让她白天在家多睡会，柯瑞林总是很早
起床，清洗前晚烧烤用过的碗碟，又把当天的部分食材洗择干
净。直到两年前，柯瑞林每天上午都还能走路到菜市场买菜，
空闲时拖地、收拾屋子，让周千会一家人回家“吃现成”。

“这两年爷爷的身体是大不如从前，经常进医院。”周千会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021年12月初，柯瑞林因呼吸
困难住进了两江新区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爷爷被查出
了肺癌晚期，住院的时候大部分是没有意识的。”但周千会每
次去看柯瑞林，他的身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我想，爷爷应
该能听到亲人的呼唤。”

这两年周千会在渝北区三亚湾水产综合交易市场找了份
工作，晚上9点上班，早上9点下班。12月18日上午8点，周
千会还没有下班就接到医院传来的噩耗——柯瑞林病逝了。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她还是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们一家人为爷爷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周千会
表示，“爷爷111岁才走也算是寿终正寝，他走得没有痛苦，我
们做晚辈的心里总是好受一点。”谈到被评为2021年度“感动
重庆十大人物”，周千会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多了不起的事，“我
只是觉得爷爷还在的话就好了，他知道我得奖一定很高兴。”

2021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周千会：

自愿赡养孤寡老人15年

□饶思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
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并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要求“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好事实
事，为谁做好事实事。既然是为群众而做，就要从群众切身需要
来考量，始终把人民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赞成不赞成作为
办好事实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挠痒要挠在关键处。为群众做好事实事，不能主观臆断群
众需要什么，脱离了群众的实际需求；更不能简单化、片面化，想
当然，拍脑袋做决策。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
能开“空头支票”，虎头蛇尾。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做好事
实事不能攀比，更不能因为患寡、患不均、怕得罪人而不做。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抓好兑现，以为民谋利、
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
感受，由群众来评判。做好事实事，不仅看表态，还要看行动、
见效果。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
业绩。只有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
具体的工作抓起，着力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真正把好事办
好、把实事办实，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3月3日，江津区几江街道桥南社区果树研究所小区，居民正在改造好后的健身活动区
锻炼身体。据了解，2016年至今，几江街道共完成老旧小区改造367个，使1.8万户、7万余
居民过上了宜居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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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大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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