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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民生

多数人对用量和种类并不了解

每每人人每每天天吃吃一一小小瓶瓶盖盖盐盐就就够够了了

中国农业银行德州分行现辖13

个支行、68个营业网点，员工1443人。
近年来，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战略部署，高度认知小微企业对“保
稳定、促增长、保民生、创财富”的重
要作用，发挥农总行小企业“六项机
制”建设的政策优势，始终将服务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全行最根本的
任务之一，加大信贷投放，加快金融
创新，建立专营机构，提升服务水
平，致力破解“贷款难、融资难、担保
难”等瓶颈制约，为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提供了强力的金融支撑。2013年

末，各项贷款余额达到148 . 9亿元，其
中小企业贷款余额5 . 23亿元，新增
1 . 74亿元，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全部
贷款增速43 . 84个百分点，自建立小
微企业专营机构以来，累计对143家
成长型小微企业进行了信贷支持，
吸纳就业劳动力2万余人，扶持20多
家小微企业进入规模以上企业行
列，先后荣获《齐鲁晚报》2013德州行
业总评榜“德州最具影响力银行”、

“德州最具创新力银行”、“德州最受
欢迎理财产品银行”、“德州最便捷
信用卡产品银行”四项大奖。被市

委、市政府评为“2013年度推动科学
发展建设幸福德州综合考评先进单
位”和“2013年度全市支持地方发展
先进金融单位”。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
年，是全市“跨越发展突破年”。作为
以面向三农、服务城乡为使命的国
有大行，将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及
上级行部署，紧扣“强基础、严管理、
控风险、促发展”的总体发展思路，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努力开创经济
金融共兴共荣的新局面，为幸福德
州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齐河县支行 齐河县新华路240号 5026567

禹城市支行 禹城市行政街705号 6157761

平原县支行 平原县平安东大街8号 5032065

陵县支行 陵县陵洲路85号 6125563

临邑县支行 临邑县永兴大街48号 5056229

宁津县支行 宁津县城区中心大街521号 5063313

乐陵市支行 乐陵市五洲中大道157号 6118625

庆云县支行 庆云县新兴路999号 6108272

武城县支行 武城县城区向阳路66号 5077825

夏津县支行 夏津县南城街238号 6132628

德城区支行 德城区湖滨中大道918号 5016716

州城支行 德城区三八中路522号 5018575

德州分行营业部 德城区商业街70号 5016638

农行德州分行小微企业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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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三农”情。农行三农图谱铺就支农路线图

伴您成长-设立小微企业咨询台提升服务水平

客服热线：9 5 5 9 9 网址：www . a b c h i n a . c o m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王
明婧 ) 15日是全国碘缺乏病
防治日，德州市盐务局在中心
广场对市民进行安全用盐宣
传。德州居民普遍用盐超标，不
少市民对食盐用量、食盐种类
不了解，对此，德州市盐务局的
工作人员说，每人每天吃一小
瓶盖的盐就够了。

“做饭的时候拿手捏一撮，
不知道究竟该吃多少盐。”市民
李女士说，不少宣传报道说每

天食盐摄入量不能超过6克，但
6克究竟是多少，她很难把握。
据不完全统计，德州市民每人
每年约食用3公斤食盐，换算下
来每人每天用盐量约8克，而卫
生部门提倡人均每天用盐量为
6克。食盐摄入量超标，易引发
心脑血管疾病，对身体健康造
成很大影响。

“拿矿泉水的瓶盖测量，盐
与瓶盖齐平后，一般在6克左
右。”德州市盐务局的工作人员

向市民介绍了一个简单的测量
方法，每人每天吃一小瓶盖盐
就够了。为减少居民摄盐量，盐
务部门积极向市民推广低钠
盐，既满足了居民喜咸的习惯，
又能科学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在现场，不少市民对食
盐种类分不清楚，尤其是加
碘盐和非碘盐。国棉厂职工
孙女士说，她最近感觉甲状
腺有结节，她怀疑用碘超标，
是吃盐造成的。对此，市盐务

局的工作人员说，德州三区
全部供应无碘盐。2005年，德
州市将各县市区严格分为加
碘盐区和非加碘盐区。德城区
(含三区)、乐陵、陵县、宁津、夏
津、武城六县市区属于高碘区，
全部供应无碘盐；平原、禹城、
庆云和齐河属于双向区，有
的乡镇缺碘，有的乡镇碘超
标，根据乡镇不同情况，供应
不同食盐；临邑县较为缺碘，
居民在此只能买到加碘盐。

小米一周

涨了两次价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王乐
伟 见习记者 徐良 ) “上周小
米价格还是6块钱，今天就涨到7块
了。”15日，在三八路便民市场，市
民张先生称。记者了解到，因产地
货源少，需要量增加，小米价格持
续上涨。

在德州黑马粮油市场，一家
粮油店老板介绍，目前在售小米
有两种，优质的黏小米7元一斤，较
次的白小米6元一斤。“春节过后，
小米价格持续上涨。”批发商王先
生说，他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高的
价格。

“一周之内上调了两次价。”
批发商李女士告诉记者，她老家
武城县的小米价格已达到了7 . 5元
一斤，而去年同期的小米价格不
足3元。零售商孙先生前来提货，得
知价格涨到了7元一斤后，放弃了
提货计划。

据了解，目前德州市场上的
小米均来自黑龙江省和河北省，
德州本地小米种植面积极少。

“小米不耐旱也不耐涝，成熟期
易遭鸟类和田鼠的偷食，低产量
提不起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对
于涨价原因，批发商王先生称，
新小米上市要等到10月份，现在
各产地库存货源少，小米提前迎
来供应季末端，供小于求抬高了
价格。

15日，在中心广场，市盐务局工作人员教市民如何识别真假食盐。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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