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诈骗宣传

(图片由内蒙古翁牛特旗公安局乌丹东郊派出所提供)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翁旗

公安局乌丹东郊派出所在所长特

格西同志带领下，全所民警共同

发力，深入辖区企业、嘎查村，开

展反电信诈骗宣传教育活动，帮

助群众开展国家反诈中心App

的下载使用工作。

近 年 来 ，电 信 诈 骗 案 件

多发，骗子们总是变换着各种

手段，影响中伤着社会大家庭

这个健康肌体，成为严重危害

社会秩序的一个毒瘤。

民警们深入到辖区企业、街

头巷尾、田间地头，现场推广国

家反诈中心App软件如何安装

使用。同时，还现场宣传讲解电

信网络诈骗的危害，诈骗分子惯

用诈骗形式、手段。以案说法告

诉群众，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一旦

发生后，案件侦破的难度非常

大，很多诈骗组织机构设置在国

外。他们提醒人们天上从来不

会掉馅饼，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同时，告诫民众不要为了蝇头小

利，通过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

电话卡成为电信诈骗帮凶，更不

要直接参与诈骗犯罪，否则将受

到法律的严惩。

“先前，一直都觉得诈骗没有

发生在自己身上，总觉得诈骗离

自己很远，骗子根本骗不了自

己。今天，听得心惊肉跳，原来身

边就有这么多被骗的，金额还很

大……”村民小吴感叹地对民警

说，“以后，一定要多提醒身边的

亲朋好友，多学习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知识，避免大家上当受骗。”

据了解，反电信诈骗，在于

全民参与、全民重视、携手反

诈。乌丹东郊派出所将继续加

大反诈骗宣传推广力度，真正做

到宣传不放松、反诈“不打烊”，

让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无处遁形，

切实守护好群众“钱袋子”。

（陈忠远 张 岗 李国华）

深入辖区开展反诈骗宣传

内蒙古翁旗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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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深处的幸福人家
——河北临城贾庄村一个农家科技脱贫扶贫故事

□ 兰 云 霍笑楠

“大家好，我是大山妮，这

是我们山里今年新丰收的板

栗，今天我教给大家在家自己

怎么制作好吃的板栗啊。”一

口浓浓的河北临城县口音在

抖音直播上回响。清新靓丽、

甜蜜微笑的面庞上洋溢着满

满的幸福感。

大山妮是来自太行山深

处、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赵庄

乡贾庄村的一位80后的果农

和丽丽，自开通抖音号以来，

她一直向外界推介着大山深

处最原生态的薄皮核桃、板栗、

苹果等农产品及生态环境。

大山妮已是两个孩子的

妈妈，也是十里三乡有名的

孝敬媳妇。在这个四世同堂

的家里，大山妮88岁的奶奶

对这个孙媳妇加倍的“宠

溺”，“俺妮可好了，做好吃的

都给俺送，前两天刚刚给俺

老两口做了爱吃的菜锅煮饺

子，又给俺们做了饸烙面，勤

快又能干。”提起大山妮，一

说一笑间，老奶奶那布满褶

皱的脸笑开了花，虽然牙齿

已稀疏，但是丝毫不影响老

奶奶对美食的热爱。大山妮

爱好的就是把地里最生态的

农产品变成大家爱不释手的

美食，这个爱好也让大山妮

的婆婆和奶奶对她“爱不释

手”，一家人在这样的氛围里

其乐融融。

大山妮家的果园是临城

县经济林科普示范基地，她

耳濡目染，也成了当地的“土

专家”。平时，她通过自媒体

将太行深山的果树种植管

理方法传播给外界，也经常

拍些大山深处的美食展示

给大家，把山区的农产品推

介出去。

大山妮的爱人贾志华，更

是当地的“名人”。

贾志华父辈几代都是山

区农民，他经历过贫困、看到

过荒凉、感受过父辈的无奈，

从小守着的是村里的一片片

荒山。到了1998年，贾志华

全家的年收入不足2000元。

中考之后，因家里太穷，他就

辍学在家，跟着父亲搬石头修

水坝、在荒山上放牛、在小吃

店打零工……2000 年的一

天，山里来了位教授，在一个

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河北农业

大学教授李保国。在李教授

的帮助下，他进入了河北农

业大学林学院进修，从而跟随

李保国学习果树栽培知识。

受贾志华的影响，1998

年他的父亲贾书芹在村里承

包了500亩荒山种果树。那

会儿，家里拿不出钱来，只能

靠人工开荒，可是几年下来也

未能开发多少。后来在李保

国多次现场指导下，开始动用

机械开沟换土进行土地治

理。经过近8年的努力，将承

包的荒山治理完毕，种上了薄

皮核桃、富岗苹果、燕山板栗

等果树。依靠这些果树，到

2014年的时候他们家年收入

就达到了10多万元，成了村

里最早的脱贫户。

在贾志华的带动下，贾庄

村开始积极发展林果业，并得

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村里

2000多亩荒山全部种上了核

桃、板栗、苹果等果树，2014

年仅靠核桃的收入，全村就有

30多户达到2万元以上；2018

年，这个贫困县中的贫困村靠

果树收入全部脱贫。

村里好多农户跟着贾书

芹这个大户，种上了核桃、苹

果、板栗等。但都说果树好

种管理难，要想丰产必须科

学管理。在大家迷茫的时

候，贾志华协调李保国科技

兴农专家团队的专家来到了

村里，免费为果农传授农业

技术。在专家老师们的带领

下，村里的果树，尤其是核

桃，不仅丰产，而且价格比往

年卖得更高。

从事幼教工作的大山妮

自2007年嫁到贾庄后，工作

之余也帮家人管理果园。这

几年，随着核桃产业的发展，

种植户多了，面积大了，核桃

销路便成了难题。于是，今年

5月她辞去工作，借助电商平

台在抖音开通了直播间，名字

就叫“大山妮”。在她的带动

下，小姑子贾立萍开通了快

手，并注册了电子商务公司，

她们要通过电商平台帮着村

里把农产品卖出去。

受李保国的影响，贾志

华悟出人生真谛：带领大伙

共同谋发展增加收入才是事

业。他成立公司，吸引合作

社、家庭农场加入团队，还注

册了“林博园”“贾核园”商

标。融合当地的采摘，走出

了三产融合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目前，深加工的核桃油

已经投产。

2016 年，李保国教授去

世了，贾志华继承了他的工

作，专门成立了“李保国科技

兴农服务队”，组织专家走进

太行山，常年为周围果农提供

技术培训，每年累计受训

1200多人次，免费发放技术

书籍2000份。

几年来，贾志华带领着技

术团队先后在河北、河南、山

西、山东、江苏、湖北、天津、新

疆、广西、安徽等13个省市、

300多个县讲技术、解难题，

发放的核桃树管理技术资料

达8000多份，受益果农近万

人。为方便更多的人学习，贾

志华还注册了李保国科技兴

农服务队微信公众号。就这

样，曾经的穷小子贾志华，

202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农

民工”“河北省最美农民工”。

在这个太行深处的小山

村，有了科技和网络的助力，

陆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幸福

人家。

□ 郭雅明

河北省黄骅市把大数据、

区块链等技术引入政务服务，

通过一个个微举措、微创新，

畅通“毛细血管”，激活“神经

末梢”，不断深化政务数据资

源的开发利用，让当地群众率

先享受到智慧政务带来的便

捷、高效。

“永不打烊”的自助服务

黄骅市政务服务中心办

事大厅建筑面积 5000 平方

米,办事窗口47个,进驻事项

涉及部门和单位19家，百姓

进了门就可以办理220项行

政审批服务事项。

但即便如此，办事群众仍

有不太满意的地方，集中表现

在“上班时间没空办、下班时

间无处办”。

为真正让群众掌握办事

主动权，2021年初，黄骅市投

入180万元开展技术攻关，依

托河北政务服务网，实现了查

询、办证、税费缴纳等168项

业务全年无休，成为全国首批

建成多功能智慧政务自助厅

的县级市。

自助厅内，按办事事项设

置了综合业务查询一体机、事

项办理查询机、不动产信息查

询打印一体机、税款自助交纳

一体机、企业开办“一窗通”、

审批事项自助申报一体机6

台智能终端服务机，办事群众

在服务机器人“小二”导引下

选择其一进行自助服务，然后

依照提示的目录清单将相关

材料放入智能文件柜即可。

等接到短信通知后，再来刷身

份证取走证件。

这种全程自助、24小时

“不打烊”的服务受到了广泛

欢迎，运行8个月来，机器人

“小二”接待查询服务1233人

次、完成“不见面”办证3314

件。特别是税费缴纳一项，

几乎全部从人工窗口转移了

过来。

不用排队的“掌上预约”

相比往年的“乱腾半个

月”，今年文教卫生窗口两天

内就完成了962张教师资格

证的发放工作，现场秩序井

然有序，没有出现“一窝蜂”扎

堆，也没有发生“找熟人乱插

队”的混乱。其幕后功臣就是

“掌上预约”。

办事群众可通过公众号

“政通黄骅”预约具体时间和

业务窗口，网上预约与现场取

号形成自动排队机制，不用

等、不跑空，即来即办，即办即

走，让原本拥挤的大厅渐渐成

了“冷衙门”。

黄骅市行政审批局局长

翟浩成说，“‘约时办事’并不

是新鲜事儿，但在县级政务服

务中却是一个小创新，比起以

往的‘排号办事’，它实现了服

务资源科学分配，更重要的是

有效降低了群众的办事时间

成本。同时，这种精准控流也

符合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的要求。”

“随身携带”的电子档案

黄骅市政务服务中心将

历年办理的事项、证照信息分

类归集成电子档案库。民众

再办理业务时，工作人员能够

直接从后台查询获取的，一律

不再要求重复提交相关信息

材料，避免了重复填表、交证

件、出证明等繁杂手续。同

时，群众还可以通过公众号随

时查验自己持有的相关证照

信息，大大提高了在不同场合

下使用证照的便利性。

电子档案的应用彻底清

空了办事群众的资料袋。前

来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的

韩国艳说，“以前每次都要带

一大摞材料，一趟带不齐是常有

的事儿，现在‘刷脸’就行了。”

黄骅中梁项目负责人付

未云同样为这一小小改变而

点赞。今年8月份，她在办理

项目核准立案时，忘记携带企

业营业执照，窗口工作人员直

接从后台电子档案中调出，一

次性办完所有手续，为她省去

往返60公里的麻烦。

目前，黄骅电子档案库基

本实现了自然人、法人、空间地

理、电子证照等基础信息库与

审批业务信息库的互联互通。

同时，破除了部门之间信息壁

垒，有效信息在各部门之间实

现互认，实现信息无差别共享。

“店小二”的暖提醒

“我自己都忘了驾驶证快

过期了，多亏收到短信提醒，

不然麻烦就大了。”个体货运

司机张宗义说。

这是黄骅政务服务中心

推出的一项主动便民服务，在

当地又被称之为“店小二暖提

醒”。对需要年审、年检或换

证登，到期前两个月、一个月、

半个月分3次作出提醒。这

一微不足道的小服务却给很

多群众和企业规避了证件过

期无法延续的麻烦。近一个

月来，已发出了796份“小二

提醒”。

“只需要输入自己的名

字，就能清楚地知道办件到哪

一步了”。在后台，办件信息

自动按办理流程节点推送给

审批人员和监管部门，督促其

第一时间处理，最大限度保证

新证和老证在有效期内完成

“交接”。

专业的“投资顾问”

黄骅的智慧政务，把解决

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和揪

心事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

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来解决

老大难问题，汇聚小创新带来

大变化，有效提升了当地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

今年7月，市民赵苗想开

一家饭店，通过“政通黄骅”公

众号，以申办证照为线索，“公

开地图”板块为其自动匹配出

该市相同经营内容的餐饮饭

店数量、位置分布。她根据这

项服务改变了最初的选址，调

整了主打菜品，现在小店很红

火，回本时间比预想的快得多。

值得肯定的是，当前，我

国已经迈进智慧政务加速发

展阶段，特别是随着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的全面深化，县（市、

区）一级正逐渐从“末端”变身

“源头”，各地也因地制宜引导

政务服务向多元化、满足深层

次需求转变，用科技力量赋

能，让政务管理更加智慧、公

众生活更加便捷。

智慧政务 让群众办事更便捷

本报讯 9月26日，内蒙古

翁旗公安局乌丹东郊派出所所

长特格西带领民警来到乌丹镇

布力彦蒙古族小学，为在校师

生上了一堂“抓防范、控发案、

保平安”为主题的法制安全教

育课。同时在校园内，还开展

一次安全防范大检查活动，进

一步夯实校园及周边的安全防

范，提升青少年学生的法治意

识、法治思维，以及知法、守法、

用法的理念。

在课堂上，特格西为学生

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他

根据多年来从警经验，从最贴

近青少年学生的实际出发讲

述，如校园欺凌、毒品危害、电

信诈骗、反恐怖、反邪教、违法

犯罪等。他用通俗的语言、详

实的案例，深入浅出地为学生

们分析了违法犯罪人员实施违

法犯罪的心理、动机、原因，教

育青少年如何知法、守法、用

法，遇到类似的问题，如何应

用法律去解决、去保护自己。

这一次的法制课，教师、学

生们反响强烈，增强了师生们的

法制意识，提高了师生们的自我

防范能力，为青少年的成长及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讲课结束后，特格西带领

民警深入到学校教室、宿舍、食

堂等重要场所，查看了校园内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问题，每到

一处，都与校长仔细核对，细致

询问，督促学校落实安全主体

责任，加强校园周边安全管理，

坚决杜绝各类校园安全问题的

发生。

（陈忠远 张 岗 李国华）

法制宣传进校园 护航青春助成长

法制宣传进校园

（图片由内蒙古翁牛特旗公安局乌丹东郊派出所提供）

本报讯 国庆“十一”长

假，内蒙古翁旗公安局乌丹东郊

派出所民警全员在岗，深入景

区进行巡逻，为游客疏危解困，

恰遇一外地游客驾车到沙漠中

游玩被困，民警们伸出援手，帮

助游客成功救援。

国庆长假前几天，乌丹东

郊派出所所长特格西组织全所

民警，召开了一次所务会议，他

动员全所民警，“十一”长假期

间尽可能放弃休息。民警们纷

纷响应，因为乌丹东郊派出所

辖区的玉龙沙湖景区，每到节

假日，常常是人山人海，人满如

患，加之景区的工作人员少，经

常出现游客间治安摩擦。

10月4日中午，特格西和民

警们在玉龙沙湖景区周边巡查

时，发现有一辆轿车在沙漠中

抛锚，赶过去询问车主，得知该

车主想进入沙漠里面，看一看

沙漠里面的美丽的风景，因为

没有穿越沙漠经验，不慎车辆

被沙子陷住，被困于此。

特格西见状，立即组织民

警上前展开救援，用铁锹挖沙

清路，人拉车拽，经过一番努

力，终于将被困车辆移出沙地，

驶上了平坦的大道。

“我们是外地人，车子被困

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是

你们帮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

么办，真心谢谢你们。”驾驶员

真诚地对民警说。

七天长假，乌丹东郊派出

所类似救援活动有很多次，民

警们无怨无悔，每一次成功帮

助游客后，他们内心都感觉收

获满满，这或许就是为民服务

的执着精神在支撑他们。

（陈忠远 张 岗 李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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