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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菜 品 丰 富 味 道 好 ，食 堂
干净又卫生，孩子在这里吃饭我很放
心……”近日，在渑池县仁村乡初级中
学，陪餐家长王菲菲对前来走访检查的
该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

校 园“ 小 餐 桌 ”，承 载 教 育“ 大 民
生”。今年以来，渑池县纪委监委持续
巩固深化“校园餐”问题整治，督日常、
管经常，突出重点靶向发力，切实守护
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该县纪委监委紧盯资金管理、食材
采购、食堂管理等关键环节，运用“室组+
职能部门”联动监督机制，会同市场监
管、教育等部门成立联合监督检查组，通
过“线上+线下”双向检查。线上通过“互
联网+明厨亮灶”平台，回看食材检验检
测、配送验收、加工制作等监控视频；线

下到职能部门、学校进行实地检查，全面
梳理问题、推动整改落实。

目前，该县纪委监委共处置“校园
餐”相关问题线索 9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 2 人，组织处理 8 人；对县域内供餐学
校（幼儿园）食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督
检查 13 次，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68 个。
同时，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督促相
关部门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形成以
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

“我们将持续紧盯校园餐各环节，
以精准有效监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不
定期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不
断提升学校食堂规范化管理水平，确保
孩 子 们 吃 得 安 全 、吃 得 营 养 、吃 得 放
心 。”渑 池 县 纪 委 监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臧天青）

“20 万 元 差 点 儿 被 骗 ，多 亏 了 他
们。”连日来，邮储银行义马向阳支行员
工成功拦截客户被骗资金 20 万元的事
儿，被当地社会各界传为佳话。

7 月 11 日，今年 60 岁、家住义马市
东区街道南河社区的李先生到向阳支
行，预约第二日取款 20 万元，支取理由
为买房。

7 月 12日 14时 30分左右，李先生在
一男一女的陪同下来到该行。在等候办
理业务的过程中，陪同人员提到“数字钱
包”等字眼，引起了银行大堂经理杨琳的
警觉，便向营业主管赵春燕汇报。赵春燕
随即对客户问询。李先生表示，取款是为
了给孩子买房子。赵春燕又问李先生孩
子的电话是多少，需要向其核实，他却在
手机上找不到孩子的电话，这再一次引起
赵春燕等工作人员的怀疑。

这时，陪同的一男一女急匆匆地上
前说，称李先生的孩子刚刚去世，已是
十分伤心，来这里取钱是为了给孙子买
房子，以此来安抚儿媳妇，要求必须立
即取钱，不能再耽误时间。这一说法也
得到了李先生本人的认可。赵春燕见
状，一方面耐心稳定客户情绪，一面表
示 需 要 向 义 马 市 公 安 局 反 诈 中 心 报
备。就在打电话报备时，陪同人员看势
不妙，逃之夭夭。

最后，该行理财经理李浩再次提示
了李先生，他才猛然醒悟，自己是遭遇了
诈骗，对该行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表示
了由衷的感谢。原来，骗子利用李先生
急切买房的心理，以低房价诱骗其取款，
没想到在银行被识破。

目前此案经由公安机关进一步侦
破中。

本报讯“陌生链接别点，验证码是
底线，转账前多问一句家里人。”日前，
在灵宝市朱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百姓宣传直通车”形势政策教育活动
正在开展。

此次宣讲以“预防电信诈骗”为主
题。宣讲员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讲解常见诈骗套路，逐一剖析骗
子的“话术陷阱”：从冒充客服退款、虚假
投资返利，到冒充电商物流理赔、刷单兼
职陷阱。同时，宣讲员现场演示如何识
别钓鱼链接、拦截诈骗电话。

除了现场宣讲，工作人员还通过发
放宣传手册、张贴海报、播放反诈宣传
短视频等方式，提醒大家牢记“三不一

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
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
多核实”。

此次“百姓宣传直通车”活动，将反
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既提升了大家
的防范意识，也打通了形势政策教育

“最后一公里”。
“朱阳镇将以‘接地气、全覆盖、重

实效’为原则，依托‘百姓宣传直通车’
这一载体，围绕民生热点开展精准宣
讲，将反诈防骗、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
政策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提升群众对政
策的知晓率和参与度，真正实现‘宣传
惠民、服务暖民’。”朱阳镇党委书记赵
松伟表示。 （陈越）

盛夏时节，正是来卢氏消夏避暑时
节，一座座崭新的主题场馆、特色游园，
引得游人流连赞叹：“卢氏越来越漂亮
了！”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感触更
加深刻：河与城相依、花与城相融、绿与
城相拥，生态之变，让卢氏颜值更高；公
园游园星罗棋布、绿道步道纵横交织、
绿地湿地交相辉映，宜居之变，让卢氏
气质更佳；卢氏城乡节点一体化布局，
格局之变，让卢氏未来更美……

短短数年间，在高质量、高起点全
力打造深呼吸、深睡眠小城的征途中，
卢氏正因日新月异的城市之变引人注
目。

品质之变

7 月 15 日，在卢氏莘川坊散步的市
民常武军感慨：“如果你以前没来过，你
咋也想不到这儿以前是西大街！”

在常武军提到的“西大街”上，一个
创新的、复合型的多元生态文化综合体
地标让人眼前一亮。

2022 年 8 月，卢氏莘川坊商旅文化
综合体于此正式开建，其总占地 5286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63233 平方米。
2024 年 12 月一期建成、二期为莘川坊
主体街区。

卢氏莘川坊是打造“双千年”文化

名城最具代表性名片的重点项目，也是
卢氏城市面貌蝶变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卢氏县坚持城市更新和城
市经济发展系统性谋划、一体化推进，
加快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
坚持完善提升城市基础设施与规范整
治市容环境“两手并重”，对影响市容市
貌的“堵点、乱点”和城市基础设施滞后
的“痛点、难点”进行“彻底手术”。

今年，卢氏县落实了莘时代购物广
场、易和园二期、“卢公馆”、河洛（卢氏）
康养旅游度假区等项目。加快莘川大
道改造，推进东城区、靖华大道、滨河路
沿线排水防涝设施提升改造工程。持
续加快垃圾处理厂及飞灰填埋、城市照
明“节能增亮”工程等一系列项目建设，
进一步拉升城市的幸福指数。

宜居之城

漫步卢氏县城，你会发现，马路间
各色苗木错落有致，城市大小公园被植
被覆盖，阵阵绿意扑面而来；行走在城
区每一个角落，仿佛置身一幅林在城
中、城在林中、林城相依的美丽画卷中，
整座城市俨然一座天然氧吧，市民时刻
尽享森林浴，神清气爽，幸福怡然。

“你看，这棵是连翘树。”日前，在卢
氏县靖华大道西段，市民张女士指着道

路两旁的树木，兴致勃勃地教小孙子认
识树。

近年来，按照“绿、净、亮、美”等提
质标准，卢氏把道路亮化、水生态建设、
园林绿化等提质工作延伸到城市每一
个角落。高品质的园林绿化直接拉高
城市的颜值与内涵，更影响着居民对幸
福指数的直接感知判定。

用“绣花”功夫还绿于民，这样“见
缝插针”的“口袋游园”越来越多，今年
下半年，卢氏加快推进南山北岭郊野生
态公园、卢氏洛河省级湿地公园、卢氏
洛河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项目建设，还
将在新建路中段西侧、卢氏县高速口、
淇河路南段、建业一期北侧、玉皇山路
等 5处地块建设口袋公园 。

据悉，随着“生态卢氏”建设的持续
深入，卢氏还将不断推进大公园建设、
水生态提升、城区外围荒坡山地绿化等
工程。今后的卢氏，将是“水润天蓝、花
团锦簇、四季常绿”的生态型城市。

未来之美

将悠久的历史文化、良好的自然禀
赋和文旅医养建设融入城市发展大格
局，是卢氏县一直研究的课题。

卢氏县科学研判发展形势，认真谋
划产业布局，明确了在做大做强中心老

城文旅区的同时，积极打造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共美”的东城文化教育区、西
城品质生活区、南部职教康养区和产业
聚集区，做好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
化城、以业兴城四篇文章，为高质量发
展设定坐标。

根据这一战略定位，卢氏县把“东
西 延 伸 ，适 度 跨 河 ”作 为 城 市 发 展 方
向 ，东 联 先 进 制 造 业 开 发 区 ，西 延 伸
至 高 速 引 线 ，并 以 洛 河 为 轴 ，沿 河 两
侧适度发展，围绕洛北片区形成城市
综合服务中心，全面提升城市规模能
级，全面提升城市承载力、辐射力、带
动力。

新时代背景下，新一轮的卢氏县中
心城区更新改造，围绕城建、规划、管理
等领域持续变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广度和深度惊艳上演。

“我们坚持壮大城市经济和城市更
新提质‘两手并重’，精筑城、强功能、优
管理、兴产业、惠民生、广聚人，以实际
行动向 30 多万卢氏人民交出一份满意
答卷。”卢氏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已来，一个更宜居宜业、更文
明繁荣的新卢氏正势不可当，踏着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时代节拍，
坚定前行……

（常帮娃）

7 月 14 日，渑池县城关镇十里铺村辣椒田里，农艺师正在为农户讲解汛期辣椒病害防治要
点，针对青虫啃食、日灼果等问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用药、喷施叶面肥，保障辣椒稳产增收。

茹涛 摄

“小楼那边太黑了，晚上出来遛弯
总担心磕着碰着。”“能不能在小楼附近
安装健身器材，我们这些老人也能活动
活动筋骨。”近日，义马市朝阳路街道前
进社区便民服务大厅里来了几位居民
反映情况。

接到群众诉求后，前进社区工作人
员立刻到现场查看。社区内的小楼附
近没有路灯，晚上楼前一片昏暗，居民
出行很不方便；楼前空地狭窄，安装器
材有安全隐患。

“ 不 能 让 群 众 失 望 ，这 事 儿 必 须
办！”经过商议，社区最终敲定方案：路

灯仍装在楼周边，健身器材则选址在相
邻的 34 号楼旁——那里场地平整，且距
离很近。

接下来的几天，前进社区工作人员
一边对接电力部门规划线路，一边联系
专业人员勘察场地。考虑到老人和孩
子的需求，他们特意选了光照范围广的
节能路灯，挑了适合老年人和儿童的健
身器材。

施工那天，居民们都围了过来，看
着工人师傅固定灯杆、调试线路，一位
老奶奶笑着说：“这下晚上遛弯再也不
用摸黑了！” （张焕存）

本报讯 今年以来，陕州区
委党史方志研究室以打造“陕
州记忆”史志品牌为抓手，推动
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
红色基因传承、地方文脉开发、
民生服务优化等领域交出一份
亮眼答卷。

红色宣讲润民心。 6 月下
旬，“陕州记忆”史志宣讲团已
开展 30 余场主题活动，覆盖受
众 2000 余人次。该团队整合全
区史志人才，创新“主题党日+
红色宣讲”模式，以本土党史书
籍为载体，生动讲述 100 位英模
和 36 个红色故事，将理论宣讲
延伸至机关、学校、社区等。在
市级党史教育场所开展沉浸式
宣讲，通过提问互动增强教育
实效。

文化深耕结硕果。成立党
员先锋队专班，编纂《陕州区历
史文化概览》，生动讲好陕州故
事。同步推出《陕州工业发展
历程》等，为区域发展提供历史
借鉴。主要负责人通过到党史
教育基地实地教学，开展“一把
手讲业务”活动，持续强化队伍
专业素养。

民 生 服 务 显 温 度 。 推 出
“党建+档案服务”新模式，新改
建的区档案便民服务窗口，终
结了群众“多头跑”的历史，实
现查档“一次办结”。目前，已
通过查阅 831 卷档案为观音堂
村争取年补偿款利息 19 万元。

品牌矩阵添动能。以《陕
州记忆》季刊和宣讲团为双阵
地 ，构 建 起“ 编 研 — 宣 讲 — 服
务”全链条工作体系。

目前 ，该 品 牌 已 形 成“ 四
张 清 单 ”管 理 机 制 ，并 持 续 开
展编研项目。

（张兵波 贾忠杰）

时值小暑节气，酷热的“三伏天”即
将到来。在中医看来，这一时期正是

“冬病夏治”、科学养生的好时机。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 15 日举行发布会，中医专
家回应公众健康关切，传授夏季养生要
领。

三伏贴贴敷也“挑人”

冬病夏治是我国传统中医特色疗
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
少数民族医药司副司长欧阳波说，冬病
夏治主要用于呼吸、循环、风湿免疫等
系统疾病的防治，通过贴敷、艾灸、饮食
调理等温阳散寒、通经活络、调理脏腑，
可有效预防和减轻冬季高发疾病的发
作。

在冬病夏治诸多方法中，三伏贴因
其操作简便、安全有效、老少咸宜等优
点受到人们青睐。中日友好医院中医
部主任医师张洪春介绍，三伏贴是用白
芥子、细辛等温阳药材制成的药贴，一
般贴于肺俞、肾俞等穴位。

今年“三伏天”从 7 月 20 日入伏到 8
月 18 日出伏共 30 天。成都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吴节说，三伏
贴贴敷最好在每伏前三天内任选一天，
每次贴敷间隔 10 天，连续三年为一个疗

程；一般成人每次贴敷 6 至 8 小时、儿童
2小时左右，以皮肤能够耐受为度。

“一定要因人辨证开穴，再进行贴
敷。”吴节提示，三伏贴有一些优势病
种，但恶性肿瘤患者、强过敏体质者、感
冒发烧者，患有感染性、传染性疾病者，
瘢痕体质者，皮肤病患者禁用，2 岁以下
小儿需谨慎使用。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据不完全统计，
超过 85%的二级中医医院和超过 90%的
三级中医医院均在积极开展三伏贴等服
务。欧阳波提示，患者应到正规医疗机
构找专业医生进行三伏贴等治疗。

食补、晒背有讲究

夏 季 高 温 高 湿 ，人 体 新 陈 代 谢 加
快，如何通过饮食来消暑和养生？

张 洪 春 说 ，夏 季 食 养 应 以 清 补 为
主，在清热解暑的同时益气生津，可适
当食用绿豆汤、扁豆粥、荷叶粥等；还应
顺应时令，适当多食当季果蔬。此外，
体质不同，食养方法也要因人而异，例
如，冬瓜薏米老鸭汤适用于湿热体质人
群，而姜枣茶适用于久居空调房后手脚
冰凉且容易腹泻者。

我国南北方气候特征差异明显，养
生方法也有不同。中国中医科学院西

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刘征堂说，北方夏
季干燥，“暑热”更易伤及津液，因此养
生更注重养阴、生津、润燥；南方常湿
热，养生应以清热利湿和运脾醒胃等为
基本原则。

“三伏天晒背”也是夏季常见的养
生方式。刘征堂说，晒背可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通督脉、补元阳的作用，主要适
合阳虚体质者、骨密度较低群体等；8 时
至 10 时阳气上升时晒背较为合适，时长
应循序渐进，从初次的不超过 10 分钟逐
渐增加至 20 至 30 分钟；晒背后应饮用
淡盐水等补充水分，避免摄入冷饮、冷
风直吹。

专家特别提醒，合并慢性病的老人
晒背期间要加强监测和照护，严格控制
时长并需要家属陪同，避免因脱水诱发
心脑血管病等急性事件。

失眠、“空调病”困扰这样除

中医认为“夏季属火，主心，心主神
明”。此时人们容易烦躁、出汗多、睡眠
差，稍不注意就会耗气伤津，影响体力
和免疫力。

吴节说，夏季应坚持“夜卧早起”，
只要睡眠过程相对安稳、效率高，醒后
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无任何不适，就无

须忧虑或强行延长卧床时间；但夏季
“天人相应”失衡以及暑、湿、热邪导致
的病理性睡眠质量下降，则需予以调
养。

吴节 建 议 ，晚 上 11 点 前 睡 觉 ，通
过 冷 水 洗 脸 、温 水 漱 口 、睡 前 用 安 神
敛阴药材泡脚让身体“上凉下暖”；晚
餐宜清淡，最好不吃夜宵；晚上 7 点后
避 免 剧 烈 运 动 ，中 午 适 当 午 休 。 此
外 ，中 药 代 茶 饮 、艾 灸 等 方 法 也 有 助
于改善睡眠质量。

夏季暑热难耐，人们贪凉容易导致
“空调病”。张洪春说，中医认为，“空调
病”起因为风邪、寒邪侵犯人体脏腑、经
络、腠理或肌肉，表现为头晕、头痛、食
欲不振、腹痛、腹泻等不同症状。夏季
不宜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或大汗淋漓后
立即吹空调，避免让冷风直吹颈椎、膝
关节等部位；已受“空调病”困扰的人可
适当饮用热水、食用热粥，或用生姜、苏
叶泡水代茶饮，促进机体排汗散寒。

中医专家还给出一些防暑“妙招”：
外出可携带淡盐水，少量多次饮用；睡
前避免过多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保持
心神安宁；每日按揉内关、合谷等穴位
三分钟，可帮助散热、防止头晕。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7 月 13 日晚，三门峡运动公园田径场内人声鼎沸，众多市民带着孩子
来此消夏休闲。孩子和家长在这里锻炼身体，增进亲子关系，市民的欢声
笑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蔡仲鸣 摄

渑池县：

靶向监督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二十万元险被骗 邮储银行巧拦截
本报记者 任志刚

“百姓宣传直通车”织密反诈防护网

晚上遛弯不用摸黑了

笑声伴晚风

绿 韵 满 城 河 洛 焕 新
——城市更新提质助力卢氏县打造宜居“深呼吸小城”

“三伏天”要来了！中医教你“冬病夏治”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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