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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城事

本报讯 （记者 刘志松 通讯员
姚伟丽） 6月28日，由市卫生健康委主
办，辉县市吴村镇王敬屯卫生院承办的

《新乡市2025年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
务技能培训项目》培训班落下帷幕。

20天的培训课程丰富多彩，从不
同角度分享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开
展模式和发展方向。

本次培训内容包含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以及慢
病健康管理、医患沟通、医疗风险防范
等方面。旨在通过培训，使学员树立
全科医学理念和团队服务意识，熟悉
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服务规范以及签
约履约服务流程。

培训采用体验式、互动式教学，通
过授课、讨论、案例分析、入户实操等
多种培训形式，运用各种教学方法，让
学员在演示、交流、反馈、总结中得到
提升。

在基地实训中，培训方带领学员
分组实地入户，进行家医签约服务技
能培训，从签约服务具体内容到政策
宣传，从健康教育到用药指导，让每个
家医团队有效、协同运作，主动为居民
提供全方位、连续性的高质量服务。

学员代表表示：“这次培训干货满
满，让我们对签约服务从陌生走向熟
悉，从理论走向实践。我们不仅提升
了专业技能，更深切体会到作为居民
健康“守门人”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将所学技能带回工作岗位，用心
守护签约居民的健康。”

我市举行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技能培训

本报讯 （记者 张世彬） 6 月 28
日，记者从新乡县了解到，为进一步规
范电动自行车市场秩序，消除产品质
量安全隐患，连日来，新乡县市场监管
局集中开展了电动自行车专项检查行
动，以实际行动为广大市民的出行安
全保驾护航。

在专项检查行动开始前，新乡县
市场监管局通过召开电动自行车专项
整治工作推进会，提前制订了详细的
行动方案，确保每一位执法人员都清
楚自己的任务和职责。同时，为了保
证执法的专业性和有效性，该局抽调
执法骨干组成多个专项检查组，这些
执法人员不仅具备丰富的执法经验，
还对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标准和规定有
着深入的了解。

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按
照相关标准和规定，对电动自行车销
售门店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他们
严厉查处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7761 - 2018）、未获得CCC认证
的电动自行车。对于不符合标准的车
辆，坚决予以查封扣押，杜绝其流入市
场。此外，执法人员还重点打击了销
售门店的违法违规操作行为。

截至目前，执法人员共查封扣押
40 辆涉嫌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电动
自行车。这些被查封扣押的车辆，有
的是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有的是
经过非法改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患。通过及时查封扣押这些车辆，有
效避免了它们流入市场，保障了消费
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新乡县
开展电动自行车
专项检查行动

本报讯（记者 申长明 通讯员 来
智磊 马妍） 7月1日，记者从我市警方
了解到，为进一步增强企业财务人员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获嘉县公安局

“反诈轻骑兵”宣传小队在城关镇政府
为来自该县 11 个乡镇的近 200 名企业
财务人员送上了一期主题为“警企同
心、反诈同行”的反诈宣传课，切实筑牢
反诈防火墙。

培训课上，民警江秀芳结合实际案
例，将反诈课程分为五个部分，深入浅
出地进行讲解。详细分析当前电信网
络诈骗的严峻现状，通过展示一系列触

目惊心的数据，让参训人员直观感受到
电信诈骗的高发态势和严重危害，强调
反诈工作刻不容缓。

“企业财务人员为什么要学习反诈
知识？”民警结合企业财务岗位的特殊
性，指出财务人员掌管企业资金命脉，
是电信诈骗分子重点“盯梢”的目标群
体。随后，针对企业财务人员常见的电
诈套路，民警进行了重点剖析，通过真
实案例复盘，揭露了诈骗分子的作案手
法和话术技巧，让参训人员对各类诈骗
手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如何预防
电信诈骗”环节，民警从多个角度给出

实用建议，提醒企业要建立严格的财务
审批制度，规范资金转账流程；财务人
员自身要保持高度警惕，遇到涉及资金
转账的指令，务必通过电话、当面等多
种方式进行核实，绝不轻信任何未经核
实的信息。同时，要不断增强自身反诈
意识，及时了解新型诈骗手段。

为进一步强化企业财务人员的反
诈责任意识，现场还组织所有财务人员
签订了《财务人员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承
诺书》，承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严格遵
守反诈规定，积极参与反诈宣传，为企
业和社会的反诈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反诈宣传进企业 筑牢反诈防火墙

警惕！骗子盯上“放飞”的娃
警方通报9起学生被骗案 有人被骗90万元

□记者 申长明 通讯员 金鸣上

暑假已经开启，学生们也进入了“放飞模式”。然而我市已经有学生遭遇了电信诈
骗，且损失惨重。7月1日，警方发布了9起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提醒家长、学生要时
刻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不轻信：不要相信网上的任何
身份，包括“警察”“律师”“客服”，出示
了证件、开了视频也不可轻信。

2.不点击：不明链接、二维码可能

暗藏木马病毒，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扫
码。

3.不转账：不要向任何人转账、发
红包，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泄露银

行卡密码、验证码。
4.多核实：涉及资金操作一定要

多方核实，遇有可疑情况务必第一时
间与家人沟通或直接报警求助。

警方提醒 防骗指南：牢记“三不一多”原则

案例一
2025年6月25日，高三毕业生林

某某在玩《王者荣耀》游戏时，有陌生
玩家私信，提出请其帮忙代打，双方
约定通过“闲鱼代打”平台交易。当
林某某发送账号后，对方称其平台信
用积分低于 600 分无法交易，诱导其
支付500元“保证金”提升信誉。随后
又以“系统检测异常需刷流水”为由，
多次引导转账。林某某累计转账
3000元后，被对方拉黑。

案例二
学生王某某在《蛋仔派对》游戏

公共频道看到“免费领巅峰皮肤”消
息，添加对方为好友后被引导下载

“亨脉”APP。对方发送伪造的“卡游
官方通知”，称其作为未成年用户违
规领取皮肤，导致公司账户冻结15万
元，需立即配合处理否则追究法律责
任，拘留其父母。王某某在威胁下，
偷拿母亲手机提供银行卡号及验证
码。次日其母亲发现 3 笔合计 3.2 万
元的转账记录，赶紧报警。

案例三
初中学生陈某某在社交平台扫

描“扫码领千元红包”二维码，进入
“福利兑换16群”。群内客服以“未成
年人操作触发风控”为由，要求使用
家长手机完成验证。陈某某趁父亲
午睡时，用其手机开通微信亲情支付
功能，按对方指示输入“解冻验证码”
（实为免密支付开通指令）。此后对
方以“系统升级补差价”“会员权限激

活”“高级福利解锁”等名义，数次诱
导其扫码支付，累计转走12.7万元。

案例四
五年级学生余某某假期使用家

长手机玩游戏时，收到“游戏客服”私
信，称“误领传说皮肤需退还 1888
元”。对方发送伪造的《未成年人追
责函》，函件上印有模糊的“某游戏公
司法务部”印章，威胁“不退还将冻结
父母银行卡并起诉”。余某某惊慌下
按指示修改微信支付密码，骗子通过
免密支付功能分 6 次转走 1.2 万元。
转账后，骗子还指示余某某删除转账
记录。

案例五
暑假期间，七年级学生胡某某想

赚点零花钱，便拿家长手机尝试兼职
刷单，在“宝妈兼职群”领取“点赞返2
元”任务。前3单顺利返现后，客服推
送“垫付3000元购商品，返现3800元”
的高额任务。胡某某转账后，客服以

“订单超时需激活”为由要求再转
5000元。胡某某意识到受骗，已损失
3000元。

案例六
中学生胡某某的社交账号收到

陌生用户私信，点击链接进入 QQ
群。群内“管理员”称有人被骗，要求
群成员添加“办案民警”QQ 号。“民
警”提供两种“自证清白”方案：告知
家长缴纳10万元保证金，或不告知家
长但需配合操作家长手机。胡某某
选择后者，按指示下载“会议软件”开

启屏幕共享，修改支付宝、微信支付
密码，以“资金清查”为由绑定家长银
行卡，最后通过扫码支付转走 13 万
元。

案例七
6月24日，学生俞某在哔哩哔哩

观看售书视频后加入“实体书”QQ
群。群内“公安民警”称群聊涉嫌诈
骗，要求配合调查。俞某按对方视频
要求，用平板摄像头对准母亲手机，
登录手机银行并展示验证码。完成
操作后，俞某发现母亲银行账户内的
96235元被分3笔转走，分别流向不同
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案例八
10 岁学生王某某接到一条陌生

QQ好友申请，对方自称“公安人员”，
说王某某涉嫌刑事犯罪，发来“未成
年人抓捕现场”的视频，对王某某进
行恐吓。王某某在惊慌下，用家长手
机下载云闪付、美团APP，绑定两张银
行卡后，按语音提示扫码转账80次共
计被骗9.8万元。

案例九
11岁学生小雨在短视频平台关

注“明星隐私调查”账号，对方以“提
前知晓偶像行程”“获得视频通话机
会”为诱饵，诱导其用母亲手机下载
指定 APP。在“操作指导”过程中，
骗子套取短信验证码，将母亲银行
卡内 90 余万元分 11 笔转走。小雨
母亲发现后赶紧报警，可惜已经来
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