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个醒

□本报记者 吴利红 见习记者 李房浔

日前，桦南县土龙山镇柴家村有村民反映：
村内部分村路没有维修，晴天灰尘四起，雨天泥
泞不堪，还有的贫困户未享受国家政策等。

就此问题，记者与当地镇政府取得联系，土
龙山镇政府立即组织人员入村进行调查。4月
21日记者得到反馈：有村民家门前没有修水泥
路，是因 2016年修水泥路时申报为 2.5公里，施
工时发现实际应铺设水泥路段的长度大于计划
申报的指标数，导致出现 100米道路未修的情
况。目前，已将村内 100米未修路段列为重要
计划，已上报县扶贫办，待审核后进行施工。

针对贫困户未享受国家政策问题，当地镇
政府回复：该村贫困户陈凤芝 2017年被认定符
合贫困人员认定标准，但在柴家村信息录入时，
录入员出现失误，使陈凤芝的信息未及时准确
录入系统。后镇扶贫办发现此事，在征得陈凤
芝的同意下，将其贫困户信息纳入其侄女婿李
仁国户籍中，李仁国为贫困户户主。陈凤芝享
受应享受的惠民政策，也将继续享受脱困户各
项待遇保障。

村路何时维修？
镇政府：已申报 待审核后施工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有读者反映，铁力市部分小区的自来水中
有异味、杂质。

近日，记者来到当地了解情况。在世纪尚
都小区，一位居民表示，水中偶尔会有异味，前
一段时间还有一些杂质。这位居民向记者展
示了从水龙头上拧下来的小过滤器，能够清楚
地看到里面的杂质。在林水小区，包括一家小
卖店店主和多位居民都说水不干净。一位居
民还将记者带到家里，展示了从大型自来水过
滤器中排放出来的含有杂质的水。记者将这
一情况向当地的自来水公司进行反映。

在派人前往现场检查后，自来水公司的一
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反馈信息：前一段时间水源
地的水质较差，当时投放的消毒药品多了一
些，因此产生异味；现在天气转暖，河水流量增
大，水质变好，药量减小，不再有异味了。当地
之前进行过自来水管线维修改造，造成了一些
管道内的附着物随自来水流到居民家，随着放
水量增多，目前水中已不存在杂质。

居民：自来水中
出现杂质和异味
自来水公司：问题已解决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4月 15日，在肇东市前往肇源县的公路上，
记者看到当地农民正在进行整地，准备春耕。但
一些农民为了出行方便，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的
情况下，直接在货箱的尾部乘坐，而且车辆后部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周边不时就有车辆快速驶
过，十分危险。

同样在该公路丰乐村附近的十字路口，一辆
重载货车因违规逆向超车，与前车发生追尾，驾
驶室右前方几乎损毁，货车还将一处信号灯杆撞
弯。辖区交警在接受采访时也提醒，目前是春耕
最忙碌的时候，农用车辆较多，驾驶人一定不要
存在侥幸心理，及时瞭望，按规定行车。

如此乘车太危险！

帮 你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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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李国玉
见习记者 马小草

4月19日上午，市民李先生向记者反映，
哈站北广场4号出口靠近地工街设置的一个
交通临时信号灯已损坏。火车站来往旅客
多，存在安全隐患。

19日，记者来到现场发现，该临时信号灯
处于不亮的状态，行人看着来往车辆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通行，只好等人多时看车辆
稍微停下，一位姓杨的行人才一路小跑过
马路。

哈站北广场一位正在值班的保安告诉记
者，该信号灯在半个月前就曾出现过不亮的
情况，哈站北广场管理办公室与市长热线反
映后来修理过，可仅亮了一天就又不亮了。
他还说，该信号灯在火车站附近，这里乘客
多，车流量较大，没有信号灯很容易发生交通
事故，尤其是早晚出行高峰期，希望有关部门
能尽快处理。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 122 交通服务热
线。工作人员表示，将马上派人到现场检查
交通信号灯进行修复。

20日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看到
临时信号灯已恢复正常，路面交通井然有序。

交通信号灯
失灵半个月
记者联系管理单位
信号灯已恢复正常

家住哈市道里区的张先生，发现
老母亲的行为近来有些异常。“70多
岁的人了，现在总说养牛的事，牛经
济与她八竿子都打不着，她怎么就津
津乐道了。”张先生左问右问没啥结
果，一查母亲的银行卡，才发现前段
时间支出了两万元。“我妈说她投资
养牛企业了，3 个月后每月能得 400
元回报，让我和姐姐不要管，她啥都
想的明白。”看着老母亲信心满满，
张先生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天天
待在家里的老人，咋就能被骗子盯

上呢？
张先生偷偷翻看了老母亲的手机

通话记录，找到了两个出现频率最高
的陌生电话号码，回拨后了解到，一个
是保健品营销号，一个是投资营销
号。“我和我姐马上就明白了，我妈是
买保健品时泄露了个人信息，然后被
这个所谓的投资公司骗了。他们打电
话忽悠老年人，还给老年人快递送鸡
蛋，最终结果是骗老人掏钱。”张先生
和姐姐去派出所报了案，得知上当的
老年人还有不少。

七旬老太莫名投资“养牛”

谨防电信诈骗

别听忽悠多听劝

一台在多个电商平台无法查询到品牌、标称2399元，在学校购买降至1399元的学习终端（平板
电脑），作为家长，您会给孩子购买吗？这样的消息，如果班主任发布在家长群里，又会如何选择
呢？近日，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家长向本报投诉，当地学校的班主任在家长群中向
家长推荐购买学习终端（平板电脑）。

帮 你办

□本报记者 张同 吴利红 李天池

“我被骗了，转人家 3万，只得到几个国际知名连锁咖啡店的虚拟会员
号，现在这号也被警方冻结了。”哈尔滨市民李女士是一名银行退休职工，几
天前遭遇了电信诈骗。“如果我不贪小便宜，如果我不偏听偏信，如果我不一
意孤行……”她在倾诉时说了3个如果，也道出了被骗者的症结。

16日，我省公安系统召开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电视电话会议，相关数
据表明，在我省一些类型的电信诈骗发案率，还处于全国较高排位，为此警方
也将进一步加大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

“XX美女或者帅哥，在吗？我现在在外地
出差急着用钱，可是支付宝不能立即到账，麻烦
你去 ATM 机上给我转 XX 万元钱，账号 XXX，
我马上转账给你。”骗人的大网已经张开了。犯
罪嫌疑人通过修改头像、昵称、签名等方式“克
隆”成被害人好友，甚至抄袭对方的“朋友圈”内
容，如此一来几乎可以以假乱真，骗取被害人信
任，然后向被害人发出情况比较紧急的帮助请求，
从而完成诈骗……

邹警官是沈阳刑警学院毕业的，在南方某
边境城市工作。他说，近期警方接触了很多具
体实施电信诈骗的“科技公司员工”，主要有两
个流向。“一些出国务工人员，被骗至国外搞电
信诈骗，往国内打诈骗电话、发诈骗信息，后逃
离回国；随着国内对电信诈骗打击力度不断加
强，一些骗子和骗子公司，开始出境避风头。
通过办案，我总结的防骗绝招儿，就是两个字

‘拒信’。只要你挂断电话，再高明的骗子也无
计可施。”

防骗绝招儿：“拒信”

67岁的市民于大爷非常自信，称
自己一辈子没被人忽悠住过，前不久，
他接到了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诈
骗电话，却差点“失足”。对方先是把
于大爷的身份信息详细说了一遍，在
得到肯定答复后，对方告知，他的信用
卡涉嫌洗钱，要进行调查。于大爷便
问道：“我要怎么配合？难道还要我去
北京么？”对方便说，需要提供身份证
号、银行卡号等，他们要进行保管，但
于大爷拒绝提供。对方继续表示，会
提供一个电话号码给于大爷，“他说号
码是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在得知我

不想打电话后，对方要给我直接转过
去。”

电话转接后，对方又将自己身份介
绍一遍，便直奔主题，告诉于大爷应如何
操作，将银行卡信息和验证码发送给对
方，“我直接回绝了，对方便说，如果不配
合，就要负刑事责任，还要和哈尔滨市公
安局联合办案。”接下来，对方便耐心劝
导于大爷，告诉他要如何配合，否则后果
会很严重。于大爷挂断了电话，事后他
说，自己有些心惊肉跳了，如果不是猛然
发现来电一直带着方言口音，肯定会上
当！

67岁老人被告知涉嫌洗钱
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网络时代的“社会毒

瘤”，据悉，面对电信网络新型诈骗犯罪日趋多样
化、智能化、持续化的特点，我省警方将对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实行全链条、全方位打击，适时调整
和提升打防手段，完善预警、防范宣传等环节紧
密衔接，筑牢保护群众财产安全的“防火墙”。各
地公安机关近期也正在紧锣密鼓地部署“反诈”
工作，开启人防+技防的“全防”模式。

公安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查控
中心反电诈专家佟慧武提醒广大读者，遇到这五
种情况时，一定要增强自己的防范意识：1.帮你把
电话转接到公安机关的肯定是骗子；2.让你拨打

“114”核实来电号码的肯定是骗子；3.提到“转账
到安全账户”的肯定是骗子；4.要求保密，不能告
知家人的肯定是骗子；5.让你登录网址看自己通
缉令的肯定是骗子。

公安机关开启“全防”模式

4月 16日，记者将此事反馈给
了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教育局。随后教育局吴全荣（主任
科员）向记者进行了此事反馈。

吴全荣介绍说，他在当地教
育局负责爱心捐赠事务，从 2019
年开始有爱心团体开展捐助活
动，由爱心团体每年向学校免费
捐赠各类教学用品，其中就包括
平板电脑及打印机等。之前为
了便于对接，由爱心团体将免费
捐赠的相关用品送到各县学校，
再由学校进行分发。

接到记者反馈的情况后，当地
教育部门高度重视，立刻对班主任

在家长群推荐电子产品情况进行
了核查。经调查发现，4 月 13 日
（本周二），由此前开展捐赠活动
的商家在当地第二中学出现“搭车
销售”行为，该校教师在家长群中
推荐（出售）平板电脑。其他学校
暂时尚未发现类似情况。4月 16
日，接到本报相关反馈后，当地教
育主管部门已经全面叫停此事，暂
停爱心捐赠活动，商家捐赠用品全
部收回县教育局。同时，责令泰康
镇教育部门牵头对各个学校、班级
进行排查，必须由班主任和家长一
对一解释，已售出平板电脑必须无
条件将费用返还学生家长。

当地教育局：全面叫停 钱款退返家长

□本报记者 李国玉 苏强 见习记者 菅月

记者首先查询了该电子产品，按照品牌名称搜索，
发现在几个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均显示无此产品。

记者又查询了卢先生孩子班主任在家长群中发送
的关于“推荐”购买平板电脑的相关内容。记者发现，
除了卢先生所说的推荐内容外，还有一些关于此产品
的其他介绍。其中，群中还着重推荐了两个关于该平
板电脑的相关介绍的相关视频广告。这两条视频
中，介绍了产品的相关功能，里面内容是从小学一年
级到高中三年级的课程资料、授课视频等内容，强调
该平板电脑仅作为学习使用，不能作为游戏机使用
等内容。

虽然该产品确实是学习使用平板电脑，对于通知
的内容，卢先生还是产生了各种担心和质疑。首先，
虽说是自愿购买，但是孩子班主任老师既然群发了
通知，买还是不买家里都在商量，毕竟一千多元对于
很多家庭并不是小数目，不买怕耽误孩子学习。其
次，假如一个班级 35人购买后，班级安装教学系统，
老师上课使用，对其他没有购买的学生，在学习上是
否存在教育公平问题。卢先生还表示，此款平板电
脑并不是知名品牌，担心后续产品质量问题。如果
购买平板电脑，怎么选、选什么品牌是否作为消费者
有选择权。最后，卢先生表示，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
所，并不是推销商品的地方。

家长群里推荐产品家长存疑

4 月 15 日，记者接到泰康镇的卢先生（化名）投
诉。卢先生在电话中表示，14日收到了孩子所在学校家
长群里班主任发送的通知：“为响应国家和黑龙江省推
动智慧校园计划，落实教育部下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
动计划方针，开展助学活动，泰康县各中小学参与智慧
校园计划，推荐智能学习终端（平板电脑）。市面价格
2399元，在学校购买1399元。”

通知里还表示，是否购买学习终端家长可遵循“自
愿原则”，并强调对于学生提高成绩非常有帮助，有需
要的家长可私信或在群中报名。通知里特别提到，终
端（平板电脑）可以和老师同步进行，如果每个班级学
生使用数达到35人，就会在班级安装系统，老师就会上
课使用。

在记者向卢先生核实过程中，卢先生表示，在学校
家长群中由班主任“推荐”购买平板电脑的事并不是个
例，而是镇里几个学校的家长群都在“推荐”购买。卢
先生表示，他亲属家的孩子在泰康镇另外一所学校上
学，同样接到了班主任通知。

家长群里收到“推荐”通知

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

班主任在家长群班主任在家长群““推荐推荐””平板电脑平板电脑
当地教育局：属违规搭售 已责令将费用全部返还给家长

当地某学校教师在家长群中发送的推荐内容截图。
由家长提供

水龙头过滤器里的杂质。

农民为方便直接坐在农用车的尾部农民为方便直接坐在农用车的尾部。。

重载货车追尾现场重载货车追尾现场。。

因信号灯失灵一路小跑过马路因信号灯失灵一路小跑过马路。。

民声记者 张同 电话：15004619916
你想说的我会听，你要做的我会帮，

因为你是人民，我是你的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