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 文字 jxribao@vip.sina.com
邮箱 图片 jxrbsyb@vip.sina.com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326号 邮编：330038 电话总机：（0791）86849114 自律热线：86847458 广告部：86849364 广告经营许可证：3600004000008 发行中心：86849688 总编办：86849572 出版部：86849226 九龙湖时政新闻中心：86849506 经济部：86849715

政教部：86849500 理论评论部：86847291 民生部：86849541 副刊部：86849116 文体部：86849263 记者通联部：86849289 视觉中心：86849771 夜班编辑室：86849790 印刷单位：江西日报传媒集团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每对开张 0.70元

2025年 3月 15日 星期六民 生4 ■ 责任编辑 罗云羽 陈希明

全省建行聚焦“维护权益”主题，积极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宣教活动。

近年来，建行江西省分行积极践行金

融为民理念，始终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放在

更加突出位置，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多措并举提升广大客户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金融为民 唱响宣教主旋律

“今天的消保沙龙我学到了很多新的

案例，其中许多诈骗手法以前都没有听说

过，真的很有帮助。”客户黄阿姨参加完建

行南昌青山湖支行营业室举办的反诈宣

传沙龙后说，该支行精心准备的沙龙被在

场客户连连称赞。

眼下，全省建行“3·15 消费者权益保

护宣传周”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活动

聚焦“维护权益”主题，依托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网点内，工作人员正向客户发放宣传

折页，普及金融消费者八项基本权利等金

融知识。网点引导台、窗口、展架上随处

可见各种金融知识手册；网点 LED 显示屏

滚动播放着“保障金融权益 助力美好生

活”等宣传标语；常态化举办的反诈消保

沙龙，向公众提示和解析各类骗局，帮助

消费者有效识别和防范相关风险。

网点之外，金融知识“五进入”（进乡

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商圈）活

动，也是分行上下常态长效打造的金融知

识宣教重要载体之一。面向不同的客群，

分行员工精心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宣教活动，为广大消费者讲解金融知识、

传授金融防骗技巧。

一抹抹亮丽的“建行蓝”走在南昌各

地 ，让“ 温 暖 消 保 ”印 刻 到 每 一 名 客 户 心

里。2024 年，全省建行 355 家网点全部参

与 消 保 宣 教 活 动 ，累 计 组 织 宣 教 活 动 超

3900 场，发放宣传材料 20 余万份，触达客

户 2203 万人次。

呵护银龄 引得桑榆霞满天

2 月的某天上午，建行南昌八一路支

行刚刚开门营业，就迎来一位白发苍苍的

老人。客户经理注意到他行动不便，便急

忙迎上去，热情询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客户经理带着老人在柜台前入座，一

边向柜台内同事说：“麻烦帮这位老爷爷

把本月发放的养老金取出来。”说罢，又帮

老人将存折递了过去。

“请您核对交易信息并签名。”简单操

作过后，柜台前的电子设备响起了清脆的

提示音。老人看了看眼前的电子设备，又

焦急地转向一旁的客户经理，一时间有些

不知所措。

看着老人家着急的样子，客户经理立

即递来一副老花镜，“爷爷您别急，我来教

您 。”随 后 ，他 将 电 子 显 示 器 调 成 大 字 模

式，协助老人签好字，完成取款操作。“谢

谢 你 ，小 伙 子 。”老 人 的 喜 悦 之 情 溢 于 言

表，连连致谢。

这是全省建行推动网点焕新升级、不

断传递金融温度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建

行江西省分行围绕老年客户群体的金融

服务需求，不断改造升级网点的硬环境和

软服务，增设“劳动者港湾”，配备爱心座

椅、轮椅、老花镜、放大镜等多项适老化设

备，为有条件的网点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和

坡道。

为方便“银发族”搭乘金融“数字化列

车”，该分行依托金融科技推动数字金融

与 传 统 金 融 服 务 并 行 ，着 力 化 解 老 年 人

“ 数 字 鸿 沟 ”。 自 助 柜 员 机 大 字 版 、语 音

版、手机银行关怀模式等服务，为老年客

户提供更加便利的体验。

协同联动 筑牢反诈“防火墙”

近日，客户陈先生将一面写有“热心

服务暖至人心、尽职尽责情系客户”的锦

旗 送 到 建 行 鹰 潭 建 设 支 行 ，对 支 行 工 作

人 员 拦 截 涉 诈 资 金 、成 功 挽 回 其 损 失 表

示感谢。

不久前，陈先生接到了一通订货电

话，对方以单位采购需要供应商支付投标

保 证 金 为 由 ，要 求 先 行 转 账 2 万 元 保 证

金。陈先生按照对方提供的账号转完账

后，对方却仍以各种理由要求陈先生再次

转账。意识到可能被骗，他立即到支行向

工作人员求助。

支行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事情经过，确

定陈先生被诈骗后，第一时间协助其对银

行 卡 进 行 挂 失 止 付 ，并 安 排 专 人 配 合 警

方。后续，该支行工作人员依法合规向警

方提供有关数据，协助警方成功梳理出犯

罪嫌疑人的资金往来脉络，及时对赃款承

接账户进行冻结。陈先生被骗资金最终

被警方追回，成功挽回了资金损失。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呈现

出产业化、多样性、翻新快等特征，严重影

响 消 费 者 人 身 财 产 安 全 和 社 会 和 谐 稳

定。建行鹰潭建设支行能够成功堵截此

次电信网络诈骗，保障客户资金安全，源

于建行员工对防诈骗的高度重视和反诈

能力的提升。

近 年 来 ，建 行 江 西 省 分 行 严 格 落 实

监 管 部 门 要 求 ，将 打 击 治 理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作 为 重 要 工 作 来 抓 ，建 立 与 公 安 部 门

快 速 响 应 机 制 ，强 化 可 疑 线 索 监 测 ，全

力 配 合 打 击 治 理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违 法 犯

罪活动。 （余翰辰 文/图）

建行江西省分行

共筑金融消保“长城”擦亮金融为民底色

赣州市将“校园餐”专项整治作为重

大民生工程，通过深化整改整治、守牢安

全底线、全面提质降价等举措，着力推动

“校园餐”安全健康、质优价廉，全力守护

好校园“舌尖上的安全”。

聚焦突出问题，深化整改整治

2024 年以来，赣州市通过多轮次学校

自查、县级排查、市级暗访抽查，对集中供

餐学校实行全覆盖检查。检查中发现，南

康区唐江红旗学校因没有营养食堂，只能

采取课间餐（牛奶+）模式供餐，家长非常

期盼能让孩子在学校吃上热气腾腾的饭

菜。2024 年 9 月，在相关部门监督推动下，

该校建成了可解决 4400 余名学生就餐的

食堂，解决了学生就餐问题。

为 切 实 解 决“ 校 园 餐 ”存 在 的 问 题 ，

赣 州 市 全 面 组 织 学 校 与 食 堂 承 包 商 、劳

务外包企业、集中配送餐企业、校园超市

承包商等签订补充合同，将涉及安全、质

量、价格、管理责任等重点内容纳入合同

反 制 条 款 ，进 一 步 健 全 评 价 和 退 出 机

制。上犹县通过常态化深入企业和学校

考 核 评 估 ，形 成 从 食 材 采 购 、储 存 、加 工

到 留 样 ，从 日 常 安 全 卫 生 管 理 到 应 急 处

置 ，从 资 金 核 算 结 算 到 监 管 审 计 的 闭 环

体系。

紧盯责任落实，守牢安全底线

针对“校园餐”监管面广、量大、线长、

环节多等情况，赣州市教育、公安、财政、

卫健、市监等部门制定印发《赣州市加强

中小学“校园餐”及膳食经费管理的若干

措施》，对供餐模式、供餐质量、伙食费管

理等进行规范。据统计，专项整治以来，

赣州市县两级健全完善制度 163项。

此外，赣州市建立教育部门牵头，发

改、公安、财政、农业农村、卫健、审计、市

监等部门参与的“校园餐”管理工作协调

机制，对大宗供应企业、校外配送餐企业

食材进行统一检测和食品安全监管。

为加强外部监督，该市成立校园膳食

监督家长委员会并开展工作，邀请学生家

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参与校园供

货商招投标、验菜、陪餐、财务稽核，进一

步守牢“校园餐”食品安全底线。

坚持公益属性，全面提质降价

自去年 12 月起，为满足学生的口味喜

好和饮食需求，赣州经开区根据不同年龄

段学生的营养需求及饮食习惯特点，实行

AB 两种口味，提供校外配送餐，每周食物

种类超过 25种。

为保证“校园餐”公益、便利和非营利

属性，赣州市督促参与“校园餐”的相关企

业建立完整的会计账簿和报表，在签订协

议时约定合理合法收益。龙南市探索国

有平台公司参与学校食堂运营，由龙南市

旅发集团承担食堂的日常运营与管理职

责，全面建立标准化食堂管理制度，有效

降低廉洁风险，食品安全更有保障，运营

成本显著下降。

为解决校外配送餐配送时间过长、饭

菜质量不高等问题，赣州市出台《优化校

外配送餐工作方案》，目前中心城区校外

配送餐时间压缩至 2小时以内。

同时，赣州市通过公开招标、集中采

购等方式降低食材成本，优化配送流程减

少 中 间 环 节 ，着 力 推 动“ 校 园 餐 ”提 质 降

价。去年秋季学期，全市中小学食堂饭菜

和校外配送餐平均价格降幅达 10%，师生

及家长对“校园餐”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让孩子们吃得更好更放心
——赣州多措并举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

缪春风 朱文伟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文斌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洪怀峰）

近日，记者从省医保局获悉：省医保

局、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联合下

发《关 于 印 发〈江 西 省 2024 年 新 增

“双通道”药品分类管理名单〉的通

知》（以 下 简 称《通 知》）。 根 据《通

知》，自 2 月 28 日起，我省新增 89 个

医保谈判药品。

为破解部分国家医保谈判药品

“进医院难”的问题，国家和省级层

面先后制定出台了建立完善国家医

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的指

导意见和实施意见，明确将定点零

售药店纳入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供应

保障范围，与定点医疗机构一起，形

成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供应保障和医

保支付“双通道”，持续提升国家医

保谈判药品的可及性。为做好新增

国 家 医 保 谈 判 药 品 的 落 地 执 行 工

作，综合考虑专家论证筛选意见、相

关主管部门意见、有关企业的诉求

以及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的治疗费用

等因素，我省对 2024 年国家医保谈

判（竞价）新增的 89 个药品开展了分

类遴选工作。

此次分类管理仅涉及新增的 89
个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原我省国家

医保谈判药品暂维持其分类结果不

变。其中，“双通道”A 类药品共 32
个，主要为使用周期较长、疗程费用

较高的罕见病和肿瘤等疾病用药；

“双通道”B 类药品共 35 个，主要为

临 床 价 值 高 、患 者 急 需 、替 代 性 不

高、用药人群特定的国家医保谈判

药品，涉及肿瘤、罕见病、慢性病用

药；C 类管理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共

22 个。截至目前，我省共有 394 个

“双通道”管理药品，其中，“双通道”

A类药品 209个，“双通道”B类药品 185个。

《通知》明确，各统筹区医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

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加快配备谈判药品，督促定点医疗机构

落实配备首要责任，及时召开药事会，确保国家医保谈判

药品“应采尽采”“应配尽配”。对新进入目录的89个国

家医保谈判药品，确保至少 1家定点医疗机构或 1家定点

零售药店配备，更好地满足患者合理用药需求。对原国

家医保谈判药品，仍按原分类结果纳入“双通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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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羽毛球游泳将纳入中考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李芳 实习生袁宵）3 月 12 日，

记者从南昌市教育局获悉：从 2026 年开始，南昌体育中考新

增乒乓球、羽毛球、游泳为技能类选考项目，并对篮球运球项

目考试标准进行调整。

据悉，此次调整基于“双减”政策，通过减少课内外作业量、

规范校外学科培训，有效降低学生课业压力，为学校增加体育

活动时间创造空间。此次体育学业水平考试的变动主要有两

个部分：一是新增三个可选考项目，自2026年起，南昌市初中体

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技能类选考项目新增乒乓球、羽毛球、

游泳三项。二是调整篮球运球项目考试标准，主要是调整了场

地参数，仅将横向间距由1米调整为0.5米，评分标准维持不变。

游泳项目考试要求在 50 米标准池进行，考生须持游泳体

检合格证，并自备质量合格的游泳专用运动服（含泳帽和护目

镜）方能参加考试，考生可采用任何一种泳姿（允许交替运用）

游完规定的距离。乒乓球考试时，由乒乓球发球机随机向考

生连续供球 30 个，且只进行一次测试，考生合理运用乒乓球

击球技术，将球回击到对面（发球机侧）台面，回击球第一落点

在发球机侧台面内为有效击球，计算为有效击球次数。羽毛

球考试时，由羽毛球发球机送球，以高远球发至规定区域内，

考生以高远球将球击回对面单打场地，越过空中 3 米标志线，

每名考生连续击球 20 个，选取得分最高的 15 个球作为有效计

分球，且只进行一次测试。

“不管多晚，只要一个电话，姜医师都会上门帮我诊治。”

去年初，体弱多病的樟树市经楼镇小洋村村民方桂如被确诊

为恶性肿瘤。此后，经楼镇中心卫生院医生姜胜医师每个月

都开车上门给他导尿三次。方桂如逢人就说：“姜医师不嫌

脏、不怕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每次导完尿，姜胜还帮助整

理、打扫干净床铺，给方桂如擦拭身体。方桂如对记者说，他

的儿子、媳妇在外打工，姜胜对他，就像亲人一样。

从医 13 年来，姜胜已经记不清自己接送过患者多少次。

他说，跟患者打交道，需要有爱心、细心、耐心，以及贴心的服

务。经楼镇是个以半丘陵为主的农业生产大镇，许多村民到

镇中心卫生院看病，往往要走五六公里的山路。姜胜深知群

众渴望在家门口享受优质诊疗服务的意愿，于是，他详细记录

每名老弱病残患者的家庭信息，并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以便

及时开车接送患者就医。

2023年的一天，姜胜下班回家途中，发现一名老人癫痫病

发作，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他二话不说，马上对患者开展专业

施救，并与市人民医院取得联系，最终老人转危为安。还有一

次，卢家村村民杜三祥老太太种花生时，在地里中暑抽搐，村

民赶紧打电话给姜胜，他开车赶到后，发现花生地附近没有可

以遮阴的地方，于是他把自己的小车开到田里，让老人在车上

缓解一下中暑症状，然后开车送老人去市人民医院急救。由

于救治及时，老人没有大碍。

该镇许多百姓早已把姜胜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有在外

地、外省就医的群众需要报销医疗费，姜胜还会开车去市人民

医院、市医疗保障局帮其“跑腿”。现在，大到疾病治疗用药，

小到健康咨询、心理疏导，大家都爱找姜胜。

“在平凡的日子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温暖他人，也照

亮自己的心灵。”姜胜先后荣获 2023 年度樟树市“优秀医生”、

2024年度“樟树好人”称号 。

增添新绿

▼为树立生态文明新风尚，3 月 12 日，江西洪州职业学

院组织师生开展植树节活动。图为师生在宿舍楼前栽种桂

花树。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芳摄

▶我省各地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大自然增添新

绿。图为 3 月 11 日，南昌市青云谱区洪都街道洪园社区党

员和青少年志愿者开展植树活动。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劼摄

患者的“亲人”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