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宋路道路建设（原商鹿公路拓宽）
是市政府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为确保工
程建设施工顺利进行，涉及到道路建设
及施工的所有坟墓（商鹿公路以东、连霍
高速以北），务必于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
搬迁完毕，请涉及的亲属即日起，依据商
丘市人民政府商政〔2013〕40号文件相关
补助标准，到睢阳区古宋办事处重点工

程项目建设指挥部办理迁坟手续，逾期
不迁者将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新栋 15993994137

王卫征 13937089890
商丘市睢阳区古宋办事处重点工程

项目建设指挥部
2017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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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彭年 张兴旺
张杰若 王亚源
关志杰 沈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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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病床上，躺着的是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的
危重患者，他们有的在做透析，有的戴着呼吸机，还有
的面部肿胀，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在他们的身
边，医生和护士往返穿梭，诊察、吸痰、注射、雾化……

6月 16日，记者来到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危
重症医学科采访，以上就是记者看到的一幕，这里也
是医护工作者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科主任张伟华介绍，他们科室成立于 2008年，虽
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已经是市重点专科，开放床位 30
张，其中呼吸重症监护 6张。科里共有医护人员 36
人，诊疗范围是各种呼吸系统急危重症以及与呼吸系
统有关的多种危重症，如呼吸衰竭、重症肺炎、严重器
官感染、感染性休克、非典型性肺炎、重症哮喘、多脏
器功能不全及衰竭等，从这些病名来看，即使是对医
学一知半解的普通人也应该知道，这里的医护人员承
担的责任有多大了。

“由于空间有限，我们只有36张床位，但患者有近
50人。现在的天气对呼吸系统病人来说还好一点，到
了冬天，走廊上都住满了患者。虽然已经超过了承载
能力，但看到病人奄奄一息的样子，作为医护人员，我
们怎么能忍心把他们拒之门外？”每多一名患者，医护
人员就要在原本已经满满当当的工作量上再加一点，
但正如张伟华所说，面对一个个急需救助的生命，全
体医护人员只能让自己忙一点，再忙一点……

除了诊治危重症患者，呼吸危重症医学科还担负
着处置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任务。“2003年的非典已
经过去十几年了，但对我来说，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
一样。”张伟华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作为我市
呼吸学科带头人，他曾经主动请缨，担任了我市非典
救治专家组及会诊组主要成员，哪里有非典，哪里就
有他冲到最前线的身影。在非典疫情的一个多月里，
他曾经连续工作36个小时，与其他同志一起制订了严
密、正确的诊疗方案，使疑似病例及非典患者顺利康
复，确保了零死亡。成绩背后，是他无私的付出，他仍
然清楚地记得，41岁的生日他是在病房度过的，生日
当天，临近中考的儿子和妈妈只能隔窗与他相望，三
双眼睛相对，怕对方担心，三人的眼泪只能在眼眶里
打转，却不敢流下来……

在张伟华的带动下，整个科室健康发展，在处理
呼吸危重症方面，已经处于全省前列。考虑到患者身
患重病，容易产生悲观心理，医护人员还把患者当作
自己的家人，他们充当着多种角色，是医生、护士，有
时还是子女、兄弟姐妹。为困难患者捐款、调解患者
家属之间的矛盾，为患者做心理疏导，他们的无私付
出得到了积极的回馈，许多患者出院后会专程回到医
院，感谢医护人员用专业知识和不懈努力，把自己从
死亡线上拉回来。这个时候，科室成员最高兴。

在他们自己看来，自己的工作平凡而琐碎，但对
于需要救治的危重症患者来说，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的全体医护人员就像夜空中闪亮的星星，点亮了自己
重生的希望。

听我们讲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故事（61）

守护生命最后一道防线
晚报记者 戚丹青

新华社7月2日电 国内网络诈
骗举报平台——猎网平台发布安全播
报称，当心不法分子在微信朋友圈借

“入会发广告兼职项目”进行诈骗。
安全播报指出，这种“入会发广告

兼职项目”通常只要预缴200元会费，
每天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转发推荐
信息，每天就能够拿到20元的返还工
资，按照这样一个说法，这种投资，只
要10天，就能轻松回本。

猎网平台反诈骗专家裴智勇介绍

说，虚假兼职类诈骗是猎网平台举报
类型最多的诈骗，其主要利用高薪、低
门槛、简单轻松赚钱为借口，吸引受害
者参加。最近流行在微信朋友圈分享
广告的案例，就是一种很典型的诈骗
方式，看上去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只要
把相关的广告转发到微信朋友圈，就
可以轻松赚上几十元，其实幕后就是
拉你进入所谓的兼职群，缴纳会员
费。通常这类诈骗不仅先要收取小额
会费，后期还会索要押金、保证金、

VIP会员费等，如果相信了骗子所说
的话，被骗金额可达上千元。当受害
者一旦警觉，骗子就马上把其拉黑，玩
起“人间蒸发”。

裴智勇提醒，所有那些宣称技术
门槛低，工作轻松但又赚钱很快的工
作，都是诈骗；不要相信所谓的会员
费、审核费等费用，兼职工作中如果需
要缴纳此类费用，绝大多数是诈骗；发
现自己已经上当，要及时停止后续的
交易，以免损失更多的钱财。

如何让老百姓告别“舌尖上的
焦虑”？陈君石指出，从根本上减少
谣言，不能仅靠不断的辟谣，也要寄
希望于老百姓掌握更多的食品安全
知识，不断提高公众的科学知识水
平。

陈君石指出：“老百姓容易被谣
言误导，关键在于食品安全领域信
息的不对称。这就需要搭建一个平
台，把科学家、媒体和企业都纳入其
中，及时传播正确的食品安全知识
和信息，填补信息真空地带，及时满
足公众的需求。”

钟凯也表示，治理舌尖谣言，首
先需要传播科学的声音，减少公众
误解，重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
心。同时，也要致力于促进食品行
业的健康发展：“从政府层面来讲，
要努力增加工作透明度，以主动公

布的姿态，接受社会监督，这有助于
重建公众信心。”

钟凯还指出，有关部门应从法
律上、政策上健全机制，让造谣者能
够受到惩戒。“不能说造了谣被抓住
了，道个歉就没事了，要建立法律机
制，让说话的人为自己说过的话负
责。”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
闻宣传司司长颜江瑛强调，食药监
总局加大了对食品谣言制造者、传
播者的惩处力度，此前“塑料紫菜”
等涉谣者已得到严惩。她表示，食
药监总局将推动建立社会多元主体
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让政府部门、
专业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闻媒体
和公众形成合力，“五位一体”击碎
谣言，共同织密甄别、抵制谣言的免
疫网。据新华社

专家现场“掰谎”为食品“洗冤”：

治理“舌尖谣言”还缺什么

“西瓜打针”“螃蟹注胶”“蔬果染色”……
夏日炎炎，生鲜美食广受欢迎，但朋友圈里的
生鲜食品谣言却开始新一轮传播，不但使行
业损失惨重，也造成消费者“舌尖上的焦虑”。

正在进行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上，食
品安全领域专家通过讲原理、做实验，为公众
详细“掰谎”，为生鲜美食洗刷“冤情”。

西瓜成为夏日里老百姓消暑必
备，然而“西瓜打针变甜”的说法却屡
屡给消费者造成困扰。

对此，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
中心副主任钟凯在食品安全宣传周
科学实验展现场开始实验：一手按住
一个西瓜，一手拿着吸满蓝色墨水的
针筒，用力往西瓜里推墨水。但当针
筒里的墨水刚刚被推进西瓜里时，蓝
色墨水竟顺着针眼流了出来。

钟凯在实验后指出，有时候我们
看到在西瓜中有一些纤维状物质，这
实际上是由于授粉、自然发育等原因
产生的正常现象，并不是西瓜中被注
入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西瓜皮虽然较硬，但是西瓜瓤
是很脆弱的，瓜内部又是一个封闭的
环境。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向西瓜内
部用针筒注水，不仅要用很大劲，水
也马上就会冒出来。同时，针眼会让
细菌进入西瓜内部，这样的瓜存放不
了一天就坏了。商家注了水卖不出
去，岂不是得不偿失。”

对于在网络上流传的“螃蟹注胶
增重”谣言，钟凯解释，螃蟹表面的小
孔，并不是螃蟹被打了针，而是螃蟹
在运输过程中互相挤压造成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也带领
团队通过现场实验，驳斥了杨梅、樱
桃等“水洗掉色，蔬果染色”的谣言。

“我们经常会听说‘新鲜的水果和蔬
菜是被染了色’的谣言，实际是果蔬
中富含的花青素使其呈现出颜色；它
是多酚类物质，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很
有益处。”陈君石说。

微信朋友圈里这种诈骗，你遇到过吗

把相关的广告转发到朋友圈，就可以轻松赚上几十元……

生鲜“洗冤录”：
“打针西瓜”实际难操作

谣言“猛于虎”：造谣动动嘴，辟谣磨破嘴

近年来，我国生鲜食品业几成
谣言袭扰的“重灾区”。2016年以
来，从“樱桃核仁含氰化物”“胶水拼
接牛排”到“浑身是虫的皮皮虾”，生
鲜食品谣言借助视频剪辑病毒式疯
转，令生鲜企业，还有大批农户、养
殖户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业内人士指出，有些生鲜谣言
毫无事实依据和基本的科学逻辑，
有些看似基于一定的事实基础，但
却对事实“移花接木”，或把个体问
题演绎成普遍性问题。看似不起眼
的谣言，经过社交网络平台四处传
播，对整个生鲜产业造成损害，让生

鲜产业陷入“谣言动动嘴，辟谣跑断
腿”的尴尬境地。

“我认为，谣言给消费者心理造
成的损失，远远超过行业的经济损
失。消费者信心一旦丧失，受影响
的是对行业的信任和政府的公信
力，损失不可估量。”陈君石表示。

钟凯也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状
况一路向好，但是很多老百姓还会
有“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感
觉，这就是来自谣言泛滥造成的误
解。谣言造成了企业的经济损失、
政府公信力的损失，经过连锁效应，
最终成本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舌尖焦虑”不再来：辟谣、科普、共治一个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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