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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周口分行认真贯彻中央稳

经济大盘各项政策措施，积极落实
周口“十大战略”工作部署，站位市
委、市政府战略发展高度，积极谋划
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聚焦
“餐饮贷”产品，提升企业获贷能力。

工行周口分行始终坚守金融

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紧盯惠企
政策，抓好贯彻落实。 为全力支持
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以着力支持
餐饮业为抓手， 促进扩大内需、拉
动消费、带动就业、保障民生，扎实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按照工商银行
“餐饮贷”场景融资方案要求，结合
线下可获取的企业销售、 盈利、人
行征信等经营数据信息，建立客户
准入及授信模型，批量筛选因复工
复产存在融资需求的餐饮行业客

户 ，提供 “餐饮贷 ”金融资金支持 。
为加大 “餐饮贷 ”产品融资投放力
度，该行成立由主管行长任组长的

工作专班，落实中央稳经济大盘及
逆周期调节政策要求，深入开展餐
饮企业走访调研活动，走访对接融
资需求，问需于企、问计于企。 全面
了解企业经营状况、 财务情况，针
对性帮助餐饮企业解决经营发展

中的融资难题，帮助企业健全内部
金融财务制度，成功发放贷款。

与此同时， 该行坚持普惠金融
数字、信用、线上发展方向，提高审
批效率，简化流程手续。根据小微企
业融资“短频快急”等特点，加强优
化产品流程，推出“餐饮贷”等更具
竞争力的创新产品，坚持细致严谨、
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 不断提升业
务处理效率，提高客户体验。持续加
强产品创新力度， 搭建经营快贷融
资场景，通过结算、POS 收单、代发
工资、 金融资产等各个方面采集数
据，授予企业信用额度，不断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门槛，以
优质金融服务提升企业信贷获取能

力。 ②27

工行周口分行
推出创新产品“餐饮贷”

做好“防”“控”“治”
———十年来我国地方病防治取得历史性成效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将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
列入 15 项行动之一，并明确了“地方病等问题不容忽视”。

“我国曾是受地方病危害较重的国家。 ”国家疾控局综合
司一级巡视员熊煌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地方病防治
工作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坚持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分类指导、分省推进等地方病防治工作策略，创造了
发展中国家有效控制消除重点地方病危害的中国智慧和方

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已实现重点地方病

控制消除阶段性目标。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2799 个碘缺乏
病县、379 个大骨节病病区县、330 个克山病病区县、171 个燃
煤污染型氟中毒病区县、12 个燃煤污染型砷中毒病区县、122
个饮水型砷中毒病区县或高砷区县全部达到控制或消除标

准。
监测预警是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熊煌

说，目前，我国已建成覆盖全国所有病区县的监测网络。 全
国 2562 个县级实验室能够开展尿碘检测，1523 个县具有甲
状腺 B 超检诊能力， 各类地方病实验室检测和医疗检诊能
力不断提升， 为及时制定和调整疾病防治措施提供科学决
策依据。

地方病防控成效
获历史性突破

������近年来，我国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成效，离不开持续聚焦
防治重点，加大对重点地方病防治的资金和政策倾斜力度。

曾经，我国西部多个省份受到碘缺乏病困扰。 近十年来，
我国碘缺乏病病情一直达到持续消除状态。 全国地方病防治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孙殿军分析称，原因在于，我国坚持
推广因地制宜、科学补碘工作措施。我国投入 6000 多万元，给
碘缺乏病重病区民众免费提供碘盐， 或为育龄期妇女提供碘
油丸。

曾经，寄生虫病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给患者带来沉重
负担。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451 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
中，439 个已达传播阻断或消除标准，我国基本控制了包虫病
流行，土源性线虫和食源性寄生虫感染人数均明显下降。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说， 寄生
虫病防控成果来之不易， 应加快推进寄生虫病控制和消除进
程。

大骨节病主要累及儿童，长期困扰患者。 调查显示，目前
大骨节病在我国已经基本没有新发病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林剑浩介绍，这是公共卫生事业取得的可喜成绩。西
藏地区已设立了十多家大骨节病定点救治医院， 基本实现了
救治工作当地化、组织流程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化。

加大重点地方病
防治资金政策倾斜力度

������十年来， 我国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
突出进展，但风险挑战依然存在。地方病
作为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 一旦防治措
施减弱或者撤除，疾病将再次卷土重来，
因此必须长期巩固，维持防治措施，才能
真正发挥防病的作用。

2021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我国已
经消除疟疾。周晓农表示，我国仍面临输
入疟疾病例引起再传播的风险。对此，近
期国家疾控局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
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工作的通知》，加强
对疟疾等寄生虫病的预测预警， 持续巩
固消除疟疾成果。

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在碘缺乏病、
水源性高碘甲状腺肿、饮水型氟中毒、饮
茶型地氟病等地方病患者的治疗及管理

方面也仍面临一些困难， 需要持续加大
防治措施落实。

其中， 为落实地方性饮水型氟中毒
防治措施， 我国将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和
地方病病区改水工程结合起来。 在地方
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期间， 各地新建改
水工程达到 16231 处， 巩固提升改水工
程达到 51725 处， 全国饮水型氟中毒病
区改水率达 98.3%。

熊煌介绍，下一步，将从健全完善防
控长效机制、聚焦防治重点难点、加强监
测预警、加大科普宣教、增强防病意识等
方面，突破地方病防治的困难和瓶颈，进
一步巩固地方病防治效果。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

防治措施重在长期巩固维持

������近十年来我国未发现新发地方性克汀病患者，碘缺乏病病情达
到持续消除状态，目前我国基本没有新发大骨节病病例，土源性线
虫和食源性寄生虫感染人数明显下降……国家卫生健康委 9 月 16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地方病防控工作取得
的积极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