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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集中培训
提高疫情防控能力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通讯员
薛小锋）11 月 9 日、12 日、14 日，魏
都区卫生、疾控部门 3 次开展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能力集中培训，300
余人参加。

培训由魏都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主办，魏都区卫健委和
魏都区疾控中心承办。市、区疾控
中心专业人员围绕常态化疫情防
控、流行病学调查、样本的采集和
转运、消毒消杀等内容，对参训人
员重点讲解采样、消毒过程的个人
防护，卫生应急管理，突发公共事
件概述，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
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撰写，新冠肺
炎防控中的消毒、消杀等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内容。集中培训加强
了新冠肺炎防控专业队伍建设，提
高了该区专业防控水平和突发卫
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本报讯（记者 张汉杰）“双 11”过
后，不少消费者在家里高高兴兴地签收
快件。然而，每年“双 11”之后也是电信
诈骗高发期。

“一天收到几十条诈骗短信，太烦人
了。”11 月 14 日，家住市区解放路鸿业花
园小区的桓小丽反映，“双 11”后诈骗短
信持续“轰炸”，让她不胜其烦。

桓小丽说，此前她偶尔收到商家搞
促销的垃圾短信，并未引起她的注意。
而“双 11”后，垃圾短信疯狂“轰炸”。

这些垃圾短信中多数有“双 11”“调
单”“交易异常”“解冻订单”“退款”“转
让”“中奖了”等词汇。

当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在
“双 11”网购的市民有这样的烦恼。本
是消费者购物的狂欢日，为何演变为垃
圾短信横行的日子？

魏都区公安分局北大派出所游园社
区警务室民警郭有钢表示，“双 11”，消
费者在网购平台购物后，快递公司、网购
平台掌握了大量个人信息。

“除了‘狂轰滥炸’之外，不法分子还
通过伪基站冒充银行客服发送垃圾短
信，迷惑消费者。”郭有钢说，如果买家接
到“卖家”的电话，说网购存在异常或无
法发货，要退款或解除交易，这很可能是
诈骗。市民一旦进行某些操作，很可能

面临账号或网银资金被盗的风险。所谓
的“卡单”“掉单”“交易异常”“解冻订单”

“异常订单处理”等全是诈骗术语，正规
的网购平台不会发送有这些词汇的短
信。

郭有钢提醒广大消费者，收到此类
短信，如有疑问，请拨打网购平台客服电
话仔细进行核实，切忌直接拨打短信中
的联系电话，也不要轻易点开短信中的
链接。

“虽然‘双 11’已经过去，但诈骗活
动不会停止。提醒消费者增强防范意
识，谨慎点击不明链接，避免财产受到损
失。”郭有钢说。

树木冬日“理发”
来年更加“精神”

11月14日，记者在市区春秋
广场看到，园林绿化工人正在给
高大的栾树修剪枝条。据介绍，
冬季是树木的最佳“理发”季。天
冷的时候，树木“新陈代谢”减缓，
基本停止生长，此时修剪，为其

“减负”的同时，可以改善通风透
光性，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确保来
年健康生长。 记者毛迎 摄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王鑫）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残疾儿童更需要社
会 的 关 爱 。 记 者 从 市 残 联 获 悉 ，2020
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继续纳入省定十
项民生实事。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1029
名残疾儿童进入定点康复机构接受救
助，其中有 57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残
疾儿童。

我市已有
1029名残疾儿童接受救助

“老师，再见！”11 月 6 日 17 时许，在
市现代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教室门
口，6 岁的多多（化名）结束了一天的学
习，背上书包，牵起前来接他放学的爸爸
的手，和老师告别。

多多是建安区灵井镇灵北村人，因
父亲是聋哑人，母亲智力低下，听力不好
的他从小便由爷爷照顾。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他家被确
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市残联等部门
下乡进行筛查时，多多受到了市残联的
关注。两年多前，多多来到市现代聋儿
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学习。

“在市残联等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多

多申请参与了‘七彩梦行动计划’人工耳
蜗康复救助项目和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精准康复行动。目前，多多一侧耳朵免
费安装了人工耳蜗，另一侧戴着助听器，
听力补偿效果不错。”市现代聋儿听力语
言康复中心教学主任丁莹莹说，进行康
复训练两年多来，多多每年都能享受康
复救助金 16000 元，其家人只负责每月
200元的午餐和午休费用即可。

目前，多多已经能与人正常交流，正
在学习小学一年级的课程。“他明年就能
从康复中心毕业，与同龄小朋友一样上
普通小学。”

多多是我市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工作的受益者之一。今年，许昌市出台
了《2020 年许昌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
作实施方案》，为不少于 1007 名 0—6 岁
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对残疾儿
童实现动态意义上的应救尽救。截至目
前，共有 1029 名残疾儿童进入定点康复
机构接受救助。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残疾儿童
康复服务率达100%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建档立卡贫困户残疾人群是脱贫攻坚战
中重点关注的人群。市残联及各康复机
构定期下县、乡、村，摸查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情况，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为更好地服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
残疾儿童，市残联举行全市残疾儿童康
复服务技术人员培训班，建立残疾儿童
康复服务数据库，所有接受康复救助的
残疾儿童信息在网上录入，实现申请、审
核、救助、结算流程信息化，方便家长，提
升效率。

此外，我市成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工作检查小组，定期到各定点康复机构
检查儿童救助、康复档案填写、康复资金
使用情况，并与家长座谈，及时发现问
题，督促整改，确保康复效果。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年接
受救助的 1029 名残疾儿童中，有 57 名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的残疾儿童，建档立卡
贫 困 家 庭 残 疾 儿 童 康 复 服 务 率 达 到
100%。

优先救助
贫困、低保家庭残疾儿童

据了解，我市残疾儿童救助对象为
具有许昌市户籍，有康复需求的视力、听
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
症患儿，优先救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低
保家庭残疾儿童。

那么，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如何申
请救助呢？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
疾儿童家长可向所在县（市、区）残联提
出申请，填写相关救助审批表，提供残疾
儿童本人户口簿、监护人身份证、儿童残
疾证等相关凭证。经街道（办事处）或村

（社区）盖章同意，各县（市、区）残联审批
审核后，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名单进
行公示。公示结束后，向残疾儿童发放
救助通知单。今后，我市将在做好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继续做实、做细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使更多残疾儿童顺利
回归社会。

救助残疾儿童，助力脱贫攻坚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 1029 名残疾儿童接受救助

“双 11”后进入电信诈骗高发期

收到可疑短信，仔细核实很重要

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本报讯（记者 樊倩影 通讯员
潘高锋）“现在，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素质真高，而且服务态度好，办事
效率高。这不，办医疗保险只用了
5 分钟。”11 月 13 日，在禹州市颍川
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大厅，居民穆
先生对便民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
竖起了大拇指。

近年来，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
处增强“一盘棋”意识，凝心聚力，
深入推进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不断
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群众幸福
指数。该办事处创新创建思路，以
文明浇灌“颍川之花”，使文明创建
的“软实力”有效转化为街道工作
的“硬功夫”，把活动搬出机关，走
进社区，与民同乐，既增强了干部
的为民服务意识，又拉进了与居民
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