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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生活知多少

保健品消费诈骗的常见手法

本栏目由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协办

应急避险指南应急避险指南应急避险指南应急避险指南

9 月 9 日，建设者在重庆
轨道交通五号线北延伸段工
地作业。

近期，由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承建的重庆轨道交通五
号线北延伸段工程加紧施工。
该线路起于五号线一期园博中
心站，止于悦港北路站，全长
8.64公里，共设7座地下车站。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近年来，在武隆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市科协的
指导下，武隆区科协紧紧围绕中心，创新思路，服务大
局，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切实履行“四服务”的职
责，不断扩大科协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战斗力，推
动科协事业各项工作上台阶，为武隆区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公民科学素质有新提升

武隆区科协依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出台了《武隆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2016—2020年）》，明确了“十三五”期间纲要实施的
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调整充实了武隆区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政府推动，全民
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的浓厚氛围。

科普经费逐年增长。设立区级科普惠农兴村计划
项目资金、区长奖奖励资金和科普大篷车运行经费，全
区人均科普经费投入从1.5元增至2元。明确基层216个
村（社区）科协负责人由“两委”成员兼任，兼职兼薪每月
补贴200元，为基层科普工作的落实提供了经费保障。

科协组织逐步壮大。在27个乡镇（街道）“三长”
带“三师”取得了明显成效；200余个村（社区）设置科
普工作小组，形成了区—镇乡—村的三级科普组织网
络。在市级贫困乡后坪乡和区级贫困乡文复乡率先
试点推行科协组织建设“3+1”试点工作后，现27个乡
镇（街道）94名乡卫生院院长、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小
学校长补选为乡科协兼职副主席。

科学素质明显提升。突出抓好重点人群科学素
质提升，开展科普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
机关，把科学素质工作贯穿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开展多种形式的“三下乡”等。近两年，累计发放
宣传资料30余万份（册），开展职业技术与就业培训
等科技培训10万人次，培训社区居民近2万人次，培
训各类干部1万人次。近三年，武隆区公民科学素质
比例得到明显提升，排在渝东南第一位。在第二届重
庆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现场复赛中荣获一等奖。

科普资源种类有新拓展

装备科普大篷车。近年来，武隆区科协配备了一
辆II型科普大篷车，成为武隆区中小学的“流动科技
馆”，填补了无科技场馆的空白。每年组织开展科普
大篷车走进校园活动，在全区中小学校开展科普大篷
车进校园活动100余场次，3万余名师生参与活动。

建成首个专家工作站。出台《武隆区专家工作站
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在重庆市渝蔬农业有限公司
成立首家区级专家工作站。

开通科普网络书屋。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对科普知
识的需求，免费为各乡镇、协会、基地、学校、社区开设科
普网络书屋163个。目前，全区科普网络书屋点击量已
超过30万人次，成为武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力宝库。

免费赠送科普书刊。每年向全区涉农部门、27个
乡镇（街道）、185个行政村、30个社区、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和种植养殖科技大户免费赠送《科普惠农》杂志
和《重庆科技报》，为武隆区山区特色效益农业提供了
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实施科普信息化。与区融媒体中心签订联办协
议，与新媒体企业开展长期合作，在城区户外LED显
示屏、城市灯箱广告上播放科普知识，不断拓展科普
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传播途径。建成科普文化重庆云
终端26个，科普e站7个，社区科普大学教学点3个。

同时，大力开展“科普中国”品牌资源推广活动，提升
辖区居民对“科普中国”品牌的知晓率、认同度，提升
科普资源的使用率。

建成微型科技馆。积极支持青少年科技教育发
展，资助区实验二小30万元建成首个“校园微型科技
馆”，全区已有10000余名学生参观体验；与市科协共
同出资25万元为市级贫困乡——后坪苗族土家族乡
小学校建成共享科技馆1个。在平桥中学建成首个农
村中学校园科技馆1个。

科技助力脱贫有新成效

开展“乡村振兴·人才先行”活动。近年来，向仲
怀、陈宗懋等两院院士专家深入开展“乡村振兴·人才
先行”科技专家下基层武隆调研、座谈活动，各位专家
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和武隆发展实际，围绕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乡村旅游、人才培育、产业升级等方面，到基
层一线把脉问诊，为武隆乡村振兴精准把脉、提出意
见建议，为武隆发展献良言、献良策。

大力实施科技兴农行动。积极动员产业带头人
走“农技协+”发展模式，加强农技协工作，打造升级版
农技协。先后培育命名农村科普示范基地70个，发
展专业技术协会35个，专业涵盖了全区的主导产业
和特色产业，门类齐全，提高了产业辐射带动作用。

精准实施科技助力扶贫活动。制定《武隆区科技助
力精准扶贫工程工作方案》，与课堂内外杂志社和市农
机学会等市级帮扶单位一对一精准对接，组织专家在芙
蓉街道东山村和出水村现场开展微耕机操作培训，并赠
送微耕机2台。在脱贫攻坚关键时期，组建科普宣传队
4支，深入27个乡镇（街道）开展“送科普助脱贫”入户宣
传活动，以环境卫生、安全知识、惠民政策等科普知识为
重点，倡导市民破除陈规陋习，发放资料5万余份。组
织后坪乡小学贫困学生参加市科协举办深度贫困乡镇
中小学科技冬令营、夏令营活动；以“牵手贫困学生 体
验科技魅力”为主题，组织武隆中学、白马中学等6所中
学600余名贫困生到重庆科技馆参观体验。

1.招聘一些具有亲和力的年轻人，上街道或进
社区向老年人发宣传单，虚假或夸大介绍保健品的
功效，并要求老年人留下联系方式。

2.通过打电话的形式，告知老年人有关于保健
方面的免费讲座或可领取免费礼品。

3.对于到现场的老年人，给予一些小恩小惠，
每人发一个杯子、一包牛奶或大枣、几个鸡蛋。

4.打感情牌，或以父母相称，或以老乡相识，或
为老年人做家务。

5.组织老年人外出旅游，但大多就是在周边走

走，行程很短，主要目的就是让老年人与子女隔离，
然后进行产品宣传，鼓动老年人购买他们的产品。

6.召集老年人参与公司活动，安排一些托儿上
台演示，吹嘘保健品的功效，老年人分辨能力一般
比年轻人差，容易相信而上当。

7.免费体验，拉着老年人体验各种医疗器械。打
着免费量血压、测血糖等
体检的幌子，在体检报告
上做手脚，虚构夸大病情，
吓唬老年人掏钱治病。

武隆区科协以改革创新为抓手

用科技服务助力武隆经济社会发展
文/图 本报通讯员 黄河春

院士专家在武隆现场指导农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蒲涛 张异）近日，长寿区、邻水
县两地政协开展联合调研活动，为唱好“双城记”、建好

“经济圈”赋能助力。长寿区政协领导、邻水县政协领
导及两地相邻街镇负责人参加调研活动。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力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今年7月，四川省邻水县、大竹县，重庆
市梁平区、长寿区、垫江县五地政协在长寿召开首次主
席联席会，并签订了《四川邻水县、大竹县，重庆梁平
区、长寿区、垫江县五地政协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合作协议》。此次联合调研旨在进一步深化落实
五地政协合作协议精神，加深邻水、长寿毗邻地区政协
交流合作，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走深走实。

当天，两地政协联合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邻水县
丰禾镇、长寿区云台镇、长寿区万顺镇等地，围绕五华
山旅游景区合作运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及大洪湖
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情况等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交流。

长寿区政协领导表示，邻水、长寿两地山水相依、人
文相近、情感相融、命运相连，既有携手并肩、休戚与共，
共同建设安居乐业秀美明月山的历史传承，也有深化交
流、强化合作，不断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
走实的时代需求。希望两地政协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
才荟萃、智力密集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双方交流，助推两
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促进、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邻水县政协领导表示，将围绕积极助推两地经济
社会协同发展为主题，进一步加强两地政协交流合作，
深化合作机制、
拓展交流平台，
加快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助力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唱好“双城记”
建好“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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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邻水两地政协共商共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