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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今年以来，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进一步推动全市政务服务热线“一号对外”，推进省、
市、县热线平台一体化建设，承接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办理
工作，加强 12345与 110等紧急热线及公共事业类热线高效联
动，全天候、多渠道实现了企业群众诉求“一号受理、一号服
务”，让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

对接融合省、市、县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一体化平
台。推进热线平台一体化服务升级，并作为今年我市重点民生
实事之一，完成全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一体化、智能
化平台建设，实现省、市、县三级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互连
互通、数据资源共享、话务一键互转等功能，完善热线工单系统、
知识库、智能化应用、大屏展示、数据分析等功能优化智能系统，
提高智能化工单办理精准度，真正实现“智能有质”。

承接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办理工作。今年上半年，与市
委督查室对接完成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交接工作。逐步承接

“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等多个互联网平台留言转办工作，全
天候、多渠道实现了企业群众诉求“一号受理、一号服务”。5
月至9月，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共协调督促人民网地方
领导留言板事项700件。

加强与110、119等紧急类热线应急联动和水电气暖等公共
事业类热线联动工作。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现已优化
归并全市 20多条政务热线，今年 4月制订了《商丘市 12345与
110、119、120等紧急类热线及水电气暖等公共事业服务类热
线高效对接联动实施方案（试行）》，推进市 12345 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与110、119、120等紧急类热线高效对接联动，完善
联动对接渠道，实现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110平台系
统平台对接、三方通话（110、12345和求助人三方通话）、双
向派单 （110 及时将非警务警情通过派单形式推送 12345，

12345将接报的公安类警情推送110）等功能。今年上半年，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 110实现话务互转 32993通，工单
互转6372条，召开协调会5次。

“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督查+媒体”助推办理质
效。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强对承办单位工单办理情
况的监督，着重对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引发连续或多次重
复求助、投诉、举报及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事项的督促核
查。特别是与市委、市政府两办督查室建立长效联动机制，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对于推诿扯皮、久拖不办等长期难以解决的
问题，及时交由督查机构进行督办，确保疑难问题及时解决。
同时，在本地新闻媒体上开设专栏，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
监督作用，促进热点难点问题解决。今年1月至9月，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累计印发督办函15份，开展现场协调办公
307次，召开专题协调会6次，有效推动了预付卡问题、培训机
构退费问题、汽车4S店维权问题、燃气开通问题的解决进度。

通过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提升办理质效，市 12345 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捷报频传，被授予全国“服务创新优秀单
位”“专业精进典范”“品质跃升典范”和“2022年度河南省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市市12345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在“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上下功夫

12345热线
微信公众号

河南新闻奖新闻名专栏

本报讯 （记者 祁 博） 随着周二“霜
降”节气的来临，不知不觉间，秋天的尾巴
已经清晰可见。作为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霜降”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将持续增加，为冬
季的来临作准备。不过，本周我市天气晴
暖，非常适宜户外活动。预计，本周我市以
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温度 27℃～28℃，最低温
度 10℃左右。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晴天间多云，西南
风2级左右，12℃～26℃；星期三，晴天间多云，
西南风 2级左右，12℃～28℃；星期四，晴天间
多云，西南风 2 级转偏北风 3 级左右，13℃～
27℃；星期五，晴天间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 2
级，12℃～23℃；星期六，晴天间多云，偏南风
2～3级，12℃～25℃；星期日，晴天间多云，偏
南风3级左右，13℃～26℃。

市气象局关于生产生活的建议：各地要因
地、因墒、因时制宜，加快整地播种进度；已出苗
麦田要及时检查田间缺苗情况，缺苗断垅的田
块应抓紧时间补苗或补种，确保田间苗全苗齐，
形成合理群体。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注意及
时添加衣物，预防感冒。

本周我市天气晴暖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刘传海） 10
月 20日 15时许，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
三中队民警刘通带领中队人员王通、赵杰等在
连霍高速公路商丘收费站执勤时，看到一位步
履蹒跚的老人，拿着一个小板凳，向收费站口
走来。

民警连忙上前将老人搀扶到安全位置，一
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递上矿泉水，同时耐心询
问老人的情况。老人告诉民警，他姓王，今年
80 岁，从家出来后迷了路。老人说不清家在
哪，更不记得家人电话。民警遂与 110指挥中
心联系，询问是否有报警找寻失踪老人的信息。

根据指挥中心反馈信息，民警最终联系上
了老人家属。10分钟后，老人的儿子来到商丘
收费站：“我们家住在睢阳区阏伯社区，下午发
现父亲离家后，便四处寻找，找了几个小时都没
有找到，一家人十分着急，无奈报警求助，没想
到父亲竟走到了高速收费站口。”

看到老人安然无恙，一家人十分激动，对民
警表示由衷地感谢。

如何防止老人走丢？商丘高速交警提醒，
家人可以给高龄老人制作联系卡，卡上注明老
人的姓名、地址、子女姓名、电话等信息。一旦
老人迷路或走失，卡片能使老人得到及时帮
助。针对有些老人抗拒携带卡片的情况，家人
还可以把写有信息的布条缝在老人的衣服内。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老人走失超过 1小时还没
找到，应立刻报警，寻求警方帮助。

耄耋老人外出迷路
高速交警助其返家

一甩“刀片”出来了，再一甩又回去了……前不久
一款“萝卜刀”玩具在中小学群体中走红。近期，我市
不少中小学在家校交流群里发出通知，提醒家长和孩
子该玩具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又会形成心理暗示，激发
孩子暴力倾向，对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产生不利影
响，建议家长不要给孩子购买“萝卜刀”。

据了解，“萝卜刀”是一款仿刀玩具，因其外形
酷似胡萝卜而得名。玩“萝卜刀”，可以通过手部的
甩动产生一种“爽感”，因而很多商家打出“解压玩
具”的宣传词。

在位于北海路一家文具店，记者看到“萝卜刀”被
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它可伸缩折叠，形状酷似胡萝卜。
有网店的销售记录显示，目前已经销售出 20多万件。
网店店主称，“萝卜刀”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是安全的，
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眼下，“萝卜刀”在校园中颇为流行，引发不少老师
和家长的担忧。不少老师和家长认为，孩子在玩“萝卜
刀”时，经常会做出砍、刺、捅这样带有攻击性的动作，
再加上短视频的宣传影响，担心孩子会逐渐出现暴力
倾向。

小学生玩“萝卜刀”是为了好玩、减压，然而，家长
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
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
施等，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
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对于面向未成年人的“萝卜
刀”玩具，监管部门有责任加强监督，家长（监护人）也
要履行监护职责，注意儿童购买文具、玩具中可能存在
的不良倾向与暗示。

当然，也有人支持孩子使用“萝卜刀”，认为“萝卜
刀”是用来让孩子模拟学习烹饪、学习劳动的，刀刃是
3D打印的硬塑料，不会伤到孩子。

有的家长建议，面对小学生玩“萝卜刀”的情况，学
校不妨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让学生自己谈玩“萝卜
刀”可能存在的问题，由此让他们注意可能产生的后
果。

“萝卜刀”走红引发家长担忧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云层

66岁的崔先生在过去 2年
里发生 2次骨折，平时经常背
痛、乏力，去医院做了全面检
查才发现患有骨质疏松症；72
岁的陈女士总会出现肌肉酸
痛，自打退休后身高越来越矮
了，直至检查才发现患有骨质
疏松症……

什么是骨质疏松症？如何
科学防治骨质疏松症状？记者
就群众关心的骨骼健康问题采
访了相关专家。

“骨质疏松症是由各种原
因导致的骨密度和骨强度下
降、骨组织微结构破坏、骨脆
性增加的一种容易发生骨折的
全身性代谢性骨病。”北京医
院骨科副主任王强介绍，骨质
疏松症主要分为原发性骨质疏
松症和继发性骨质疏松症。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多见于
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人
体激素分泌水平降低，影响钙
代谢和钙质吸收，造成骨量减
少。但骨质疏松症并非老年人

“专属”疾病，继发性骨质疏
松症不分人群，一些患有肾
病、免疫系统疾病、甲状腺疾
病等患者都有可能患继发性骨
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不是突然发
生的，要留意生活中的预警信
号，比如驼背、四肢或腰背部
疼痛、身高比年轻时变矮等，
都提示可能患有骨质疏松症，
应及时根据情况到医院就
诊。”王强提示，肌肉量下降
也会引发并加速骨质疏松症的
发生，应加强力量锻炼，促进
肌肉和骨骼健康，更好应对骨
质疏松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研究员宋纯理介绍，
骨质疏松症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很多患者
早期可能没有症状。当骨质疏松症发展到一定阶
段时，患者一旦受到外伤，极易发生骨折，老年
患者还易引发或加重多种并发症。

如何防治骨质疏松症？多位受访专家认为，
骨质疏松症是人体正常衰老的表现，不必过于恐
惧。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骨骼的第一责任人，要
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加强营养、均衡膳食，多
食用牛奶、鱼虾、豆制品、坚果等，同时戒烟限
酒、避免跌倒、规律运动。

王强建议，女性在围绝经期、男性在 55岁
至 60岁之间每年进行一次骨密度检测，切忌盲
目补钙，要谨遵医嘱，结合自身情况对症下药。

“维生素D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维持骨骼
健康。秋冬季由于日照时间减少，通过晒太阳合
成的维生素D也会相应减少，要及时适量补充
维生素D。此外，应适当减少锻炼，避免因磕磕
碰碰导致骨折。”王强表示。（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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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重阳节，尊老、敬老、养老、助
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我国社会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财产
管理成为困扰许多家庭的难题。近年来，
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层出不穷，作案手法也
在不断演变。

10月 23日，记者采访了商丘市消费者
协会负责人曹大峰，为广大老年朋友送上

“反诈秘籍”。

谨慎上网，保持警惕

一些软件偷偷收集老年人信息，进行
数据画像，向老年人推送各种劣质内容、
欺骗性广告，让老年人陷入各种网络套路
中。还有的诈骗分子利用部分老年人生活
较封闭，针对老年人生活需求，诱骗老年
人付费，有些内容打着“免费”“1 元培
训”“零基础”等噱头，吸引老年人参
与，部分老年人很容易“中招”，后来才
发现上当受骗了。

曹大峰提醒，老年人在使用手机上网
时，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更不要点
击不明链接。对于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
或密码的行为都应保持高度警惕，并及时
向相关部门报告。对于网上支付操作不熟
练的老年人，建议不在微信、支付宝内绑
定银行卡，只存少量零钱。

投资消费，征求意见

养老骗局较为常见，诈骗分子主要以
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
资消费。先给老人灌输投资的概念，接着
通过组织参观、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博取
老人的信任，在骗得老年人信任后通过返
本销售、售后返租、约定回购、承诺高额利
息、“私募基金”等所谓“投资项目”非法集
资，最后携款潜逃。

曹大峰说，老年人可以多关注与自己
生活相关的政策及社会新闻，不要随意将
财物交给陌生人，时刻谨记不要轻易付钱，

凡是要动钱的时候，不要相信骗子那些
“不要告诉任何人”的话，自己拿不定主
意时，找老伴、孩子或自己信得过的邻居
和朋友，也可以找社区工作人员，向他们
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商量对策，需要报
警时要及时报警。

理性购买，提高意识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养生需求、
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通过嘘寒问暖、聊天
解闷等方式获取老年人信任，以便根据老
年人的经济情况决定保健品的价格。接着
他们打着销售医疗保健产品的幌子，虚构
夸大产品疗效，对老年人进行洗脑，将毫无
疗效的保健品高价卖给老年人。为了让更
多老年人“自愿”买下高价保健品，不法分
子往往会采取半卖半送、抽奖打折、道德绑
架等销售手段。

曹大峰提醒，要擦亮双眼，提高防范诈
骗意识，学习科学医学知识，切勿轻信“神
丹妙药”的宣传。有疾病或者有保健需求
的老人，应遵从医嘱或通过正规渠道理性
购买药品、保健品。在购买保健品时，应该
选择正规渠道，例如官方网站、正规药店
等，避免上当受骗。

案件恐吓，保持冷静

有些不法分子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
伪造“红头文件”，打电话或发短信给受害
者，告知其涉嫌重大案件，甚至做假的通缉
令进行恐吓。随后，使用话术让受害人自
证清白或声称保护其财产安全，要求其把
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部转到所谓的公安机关
安全监管账户里，从而诈骗得手。

曹大峰说，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
或网络进行办案调查，不存在“安全账户”
或“核查账户”，更不会通过电话、网络通知
涉案人员核查资金、转账汇款等。若收到

这类信息，有疑惑可咨询附近公安机关，做
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办理业务，合法按规

有的不法分子冒充银行、保险机构工
作人员，谎称可以帮助未参保人员代办“养
老保险”或者代办“提前退休”，收取老年人

“材料费”“保险金”等。不法分子利用老年
人的急迫心理和不了解相关政策的情况，
骗取钱财。

曹大峰表示，老年人不应轻信不法分
子的口头承诺，如需要办理养老保险的相
关业务，应该前往当地社保局、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等正规机构咨询办理养老保
险的相关流程和所需材料。了解清楚后，
再按照正规流程办理。

寻找伴侣，擦亮双眼

很多没有配偶的老人渴望得到关怀
和陪伴，试图寻找另一半，相互依赖度过
余生。“黄昏恋”骗局主要针对独身老人，
通过网络发展成为网恋后，通过编造各种
理由索要钱财，随后拉黑对方，完成诈骗。

老年人选择交往对象时应该慎重考
虑，不要轻易被对方的言辞所迷惑。特别
是在“黄昏恋”骗局中，不要轻易相信对方
的话，应该多方面了解对方的背景和情
况。同时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或财务情
况，不要轻易进行转账或是汇款，谨慎处理

“黄昏恋”当中的财务问题。
此外，老年人自身应提高警惕，保持清

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注意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向他人透露；
凡是涉及投资理财、转账汇款等事项，要
及时与亲人朋友商量，切忌盲目做决定；遇
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拔打
110进行求助。家庭成员也应多关心老年
人，定期与老年人进行沟通，与老年人分享
生活中的新鲜事物，帮助他们了解社会动
态，减少他们受到诈骗的风险。

守好养老钱 幸福享晚年
本报融媒体记者 鲁 超 实习生 肖 楠

10 月 22 日，园林工人
在日月湖景区进行除草作
业，提升景区绿色植物景观
效果，为市民营造良好游玩
环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