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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恩
李容波 报道

本报招远讯 近期，招远市国税局以“四
书”工程勾画“两个责任”落实的路线图，为
扎实落实“两个责任”提供了衔接性机制保
障。

实施“任务书”工程,要求各责任单位对照
分工，梳理出自己科室的工作项目，将每一项工
作项目规划出“具体的落实措施、配档工作轨
迹、落实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目标，形成
任务书。

实施“反馈书”工程，要求各科室将落实的
各项工作任务半年末五日内报送监察部门，报送
的内容包括“已完成工作情况、完成工作的配档
轨迹、待完成工作计划、完成时限、落实责任
人”等五方面。

实施“督办书”工程，对报送情况逐项进行
督导检查，指出完成工作项目不符合要求的部
分，并提出一定的整改性工作建议，同时对待完
成工作提出指导性工作建议，根据点出的上述问
题项目列明督办工作内容，传递给各职能部门，
以《督办书》形成监督责任督办机制，适时监督
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

实施“考核书”工程，以年度为考核单位，
年末10日内，各职能部门将一年来的工作任务完
成情况形成项目总结，列明“工作项目、工作目
标及要求、工作完成情况、收到的成效、存在的
问题、工作建议”六方面内容。

□韩乃栋
褚亚楠 报道

本报蓬莱讯 近日，蓬莱市组织开展的“名
师大讲堂”活动启动，全市100多名干部参加首
堂课程，接受了新《安全生产法》的专题培训。

安全生产领域的专家作了新《安全生产法》
专题讲座，利用生动翔实的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分
析和讲解，并对新增和修改内容进行了深入系统
的解读。

据了解，“名师大讲堂”是该市为各级领导
干部在家门口搭建的一个高端培训平台，围绕中
心工作和干部成长需求，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围绕县域经济发
展、主导产业壮大、社会管理创新、干部能力建
设等主题，对全市干部进行集中培训，以此提升
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 本报记者 于冬亮 李檬

退休医生迷上保健品

在烟台市新桥西路一个小区里，74岁的退
休医生付广达正望着眼前一套上千元的“保健
硒铁锅”生闷气。

今年春节过后，付广达家附近开了一个做
保健品的店面，销售人员非常热情，与周围老年
人相处融洽，承诺如果购买保健品后悔了，可以
随时退货。令付广达没想到的是，“保健锅”刚买
来不到一个月，销售人员已不知去向。

痴迷保健品的几年间，付广达在购买保健
品上已花费了近10万元，养老积蓄被掏空。
“当了一辈子医生，本来应该是最相信科学的
人，没想到屡次吃这种亏。”付广达的子女介
绍，付广达退休后，每天起得很早去广场遛
弯。“从2008年开始，在广场上经常遇到做保
健品宣传的。刚开始他和其他老年人一起排队
领取扇子、手绢等小礼品，后来发展到不惜花
大价钱买所谓的保健品。号称来自西藏的有治
疗功效的手链、促进血液循环的被子、疏通心
脑血管的口服液……他买回家的保健品五花八

门，但都没有其宣传的功效。”
“在参加保健品讲座前，我一般会与其他

老人商量好，坚决不乱花钱，什么东西都不
买。但讲师很会忽悠，说是吃药不仅保证了自
身的健康，而且减轻了子女的负担。听到最
后，仍是经不住诱惑。”付广达说。

“保健店铺”遍布社区

类似遭遇在老年人中并不少见，记者走访
烟台多个社区发现，不少保健食品、保健器械
品牌把生意做到了老年人家门口。在这些店铺
内，时常三三两两地坐着银发苍苍的老年人，
或是在试用所谓的“长寿治疗仪”，或是在倾
听工作人员的宣讲。

烟台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杨光认为，人
到暮年，最关注的就是健康，这就为商家创造
了商机，导致不断有面向老年人的保健品上
市。“老年人跟不上信息更新速度，逐渐形成
知识上的脱节，这个‘软肋’就给销售人员留
下很大的发挥空间。面对难懂的专业化名词、
各种专家教授的名气、被夸大的商品功效，老
年人纵使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无法完全做出
准确判断。”

盲目跟风也是一大原因。“热衷于购买保
健品的老年人，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退休后
存有一定的积蓄，再就是容易受同龄人影响。
周围老年人的小圈子中互相跟风，即使没有经
济来源的老年人也会跟风抢购。这种心理也容
易被销售员利用。”杨光说。

“一些不法之徒，选择早晨或休息日，避
开监管部门的监管，举办健康讲座，以免费体
检、赠送小礼品等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听课、
体验、试用，并请所谓的‘专家’到场虚假宣
传，或夸大产品的功效，诱骗老年人购买。”
烟台市消费者协会12315举报热线工作人员表
示，老年朋友发现上当受骗后，对方往往已经
人去楼空，因此很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亲情攻势”凸显家庭关爱缺失

除了用法律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来自其
家人的亲情关怀也十分重要。记者调查发现，
不法商家往往是通过贴心服务、免费旅游、社
区聚会等“亲情攻势”，才让众多老年人对保
健用品的所谓“医疗效果”深信不疑。

付广达回忆，自己在与保健用品销售人员
打交道时，总能感受到从子女那里感受不到的

热情与尊敬。“子女经常不在身边，这些销售
人员却和我们这些老家伙打得火热，一口一个
‘大叔’、‘大妈’地叫，还陪我们聊天、组
织我们聚会。你说，时间长了，我会更相信
谁？”

付广达的子女告诉记者，之前只要一跟付
广达说保健品是骗人的，他就会非常生气，为
了防止家庭关系变得紧张，他们只能委婉劝说
老人尽量不要相信陌生人。

蓬莱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文敏认为，如
今的大部分老年人都不愁吃穿，但却缺少来自
家人的精神关怀。“不法商家正是利用了这一
点，经常组织旅游、聚会等活动来拉近与老年
人的距离，并通过打电话嘘寒问暖、时常送些
免费礼物等手段博取老年人的信任。老年人在
这种亲情攻势下，很容易放松警惕。这个时
候，子女若进行劝说，甚至会引起老年人反
感，认为家人惦记自己的养老金、私房钱。”

“在我们身边，老年人热衷于参加保健讲
座，购买保健品的例子太多了。有的老年人即
使知道上当受骗了，也不愿意跟家人说。”杨
光表示，作为子女应该转变思路，由劝说变为
沟通，鼓励老人多参与社区活动。

老年保健品市场乱象频现
不法商家骗术迭出，老年人缺乏家庭关爱抵抗力弱

□孙邵蕾 报道

为了方便居民读

书看报，日前，莱州

市文昌路街道东南隅

社区与莱州市图书馆

签订借阅协议，让辖

区图书室“变身”为

市图书馆流动图书服

务点，使社区的图书

室“活”了起来。

招远国税局

开展“四书”工程

蓬莱百名干部

集中充电

□尹爱华 报道
本报烟台讯 4月23日，在烟台市首届网上

法治书法作品启动活动现场，5位书法家挥毫写
下了“法德共进，共建和谐”等多幅法治书法作
品，拉开了大赛的序幕

此次活动由烟台市司法局、烟台市普法办主
办，近年来烟台市司法局、市普法办每年都牵头
举办一次网络法治文化活动。

2013年，举办了以“弘扬法治精神”为主题
的楹联征集大赛，收到参赛作品1000多条，最终
评选出的优秀楹联印制出来分派到基层社区。
2014年组织开展了烟台市首届法治漫画征集大
赛，通过线上线下集中宣传，共征集全国各地法
治漫画爱好者报送的作品1000多幅，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烟台首届网上法治

书法大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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