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8 日，本报读者来信版刊登《修高速临时占用农田

一直未复垦》一文，反映甘肃省平凉市彭大高速公路神峪段

八标项目部租赁张家磨村土地，用作取土、拌料、桥梁预制、

钢筋加工、办公等临时场地，约定工程完结后复垦，但在高

速公路通车后农田复垦却无人问津的情况。

当地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立即与读者取得联系，并

联合各部门组成工作组深入调查。经核实，彭大高速公路

项目在平凉华亭市境内全长 35.8 公里，群众反映问题标段

由河北交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共批准临时用地 203.7 亩，

存在问题的土地 150 亩，涉及占用基本农田 30.9 亩、非基本

农田 119.1 亩。相关部门对土地租赁、资金兑付及复垦情况

向张家磨村村民进行了通报和公示，推进复垦工作（如下

图），截至 4 月 11 日，203.7 亩临时用地已基本整改验收到

位，交还群众。此外，在充分征求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计划

对复垦后减少的土地，由项目业主单位给予补偿。对此，华

亭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对近年来

全市道路建设施工现场违规占用耕地、取土等问题全面摸

排，采取实打实的措施逐一整改。看到有关部门开展行动、

农田复垦取得进展，村民也安下心来。

农田复垦交还群众
减少土地将予补偿

本报记者 黄 超

补
齐
设
施
短
板
、加
强
科
学
指
导
、提
升
健
身
意
识

推
动
全
民
健
身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本
报
记
者

沈
童
睿

苏

滨

游

仪

陈
隽
逸

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借“疫情防控”的

名义进行电信诈骗，利用人们居家隔离或

办公等现状套取个人信息、骗取钱财，应当

引起警惕。

前不久，某地王女士接到自称是“流调

人员”的电话，说她在疫情管控地区入住了

某酒店，要被隔离 14 天。王女士在惊讶之

余表示自己近日并未去过该地，对方却称

“如果隐瞒行程，就要接受调查”“必须转账

到安全账户，否则银行卡会被冻结”。

因为急于“自证清白”，王女士没有过

多提防，按指示向对方提供的“安全账户”

里转账共 19 万余元，直到无法联系上对方，

王女士才意识到被骗。

“他们讲起‘疫情防控’的措施要求一

套一套，情急之下真不易分辨。”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港市读者杨女士曾收到陌生人信

息，称要开展“线上排查”，要求报告个人行

程、身份证号、银行账号等信息。然而，杨

女士提供相应信息后就被对方“拉黑”，卡

内资金也被盗取。

针对这类情况，警方提醒，流调电话基

本都是通过本地手机或固定电话拨打，绝

不会是境外电话；流调人员也不会索要银

行卡账号和密码，更不会要求转账汇款。

一旦遇到这样的“防疫工作人员”，公众就

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

疫情防控期间，“足不出户”的居民转

向 线 上 购 物 ，“ 社 区 团 购 ”在 一 些 小 区 业

主 微 信 群 中 流 行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这 种

灵活自由的新型网购形式也有可能遭遇

诈骗陷阱。

“联系不上呀！”“客服电话怎么停机

了？”“是骗子吗？刚下单 800 多元”……前

段时间，在一些城市，有不法分子通过扫描

小区业主张贴的二维码偷偷“潜入”微信

群组，冒充团购牵头人发布物资信息和个

人收款二维码，称采购“须提前收款”，结果

拿到业主转账后就退群失联。

目前，社区团购还不够完善，存在类目

混杂、牵头人身份不易明确、商品质量不能

完全保证等现实状况。对此，业内人士表

示，居民要想避免其中的诈骗陷阱，还须对

各路信息加以冷静甄别、努力提升个人防

范意识。比如，可以通过官方平台进行团

购、仔细核验团购信息、注意留存相关证据

等方式保护自身财产权益。一旦遭遇牵头

人失联、商品久拖不发、产品质量问题等情

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消保委等部门提供证

据材料。

事实上，借疫情实施的诈骗正是抓住

了大众在特殊时期的迫切诉求或焦虑心态

才得以实施。如今，还有不法分子发布“疫

情期间高薪招聘”“招募方舱志愿者”等虚

假信息，同样瞄准部分群众面临暂时停工、

迫切求职的现况，借机诈骗。

前不久，江苏省苏州市读者薛先生看

到 有 疫 情 防 控 相 关 工 程 建 设 的“ 招 工 信

息”，日薪 2000 元、包吃包住，但要先收取

500 元中介费。薛先生转账后，对方却要求

继续转款才能“保留名额”，当事人这才发

觉被骗，赶紧向警方求助。

类 似 情 况 在 其 他 地 区 也 有 发 生 。 多

地警方提醒，发布虚假招工信息，又声称

先收取报名费、体检费、接送费等费用的

大多是诈骗。建议公众选择有正规资质

的劳务中介，切莫轻易相信网络信息，更

不要进行现金转账。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接到群众反映，

有 人 伪 装 成 卫 健 部 门 工 作 人 员 ，谎 称 发

现健康码、核酸报告等异常，将电话转接

至‘ 公 安 局 ’，冒 充 公 安 机 关 以 资 金 清 查

为由实施诈骗。”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经

开区分局民警卜雅倩说，还有人声称“快

递外包装检测出阳性”，或订单处于风险

地区，需按照指引操作退款，诱导受害人

透 露 个 人 信 息 进 而 进 行 转 账 等 。 她 建

议 ，一 方 面 ，公 众 要 不 断 筑 牢 心 理 防 线 ，

对 借 疫 情 之 名 的 陌 生 信 息 保 持 警 惕 、客

观冷静判断；另一方面，这类涉疫违法行

为 影 响 防 疫 大 局 ，地 方 相 关 部 门 必 须 加

强监管、严厉处罚。

“借疫情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必严惩不

贷”，目前，多地警方以“零容忍”态度正告

不法分子。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对于

各类电信网络诈骗，公安机关将予以严厉

打击，对于打着疫情防控的幌子实施诈骗

的恶劣行径，警方更将绝不姑息。

谎称“流调”套取个人信息，抗疫
“招工”却先收中介费……

提防借疫情实施的诈骗
黄 超 陈之琪

高质量的

农 村 体 育 公 共

服务有利于带动农

民积极参与体育健身

运 动 ，增 强 身 体 素 质 ，改

善精神面貌。

近年来，各地不断推动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

斜，一些乡村已经配备就近可及

的体育健身设施，一定程度满足了

农民健身需求。

不过，也有不少群众反映，当

前农村体育健身设施种类单一、重

建轻管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农民参

与体育健身运动的积极性不高，并

且缺乏科学指导。

健 身 器 材
建 设 既 要 避 免
不 足 也 要 避 免
浪费

每天早上 8 点，家住贵州省贵

阳市乌当区羊昌镇中河村的王云

霞都会走出家门，步行几分钟，来

到位于村委会旁的运动场地，蹬蹬

车、压压腰，开始晨练。

今年 59 岁的王云霞说，健身器

材设在“家门口”，让她这样喜爱运

动的人感到很方便。不过时间长

了，她觉得运动场地上的健身器材

还是偏少，种类也相对单一。“建议

丰 富 一 下 健 身 器 材 的 种 类 ，像 扭

腰、揉推器之类，我们都用得上。”

王云霞说。

江苏省盐城市读者刘达来信

表示，如今体育健身设施在乡村的

覆盖率稳步提升，但随着群众体育

健身需求日趋多样化，有限的几种

“标配”健身器材难以满足农村健

身爱好者的需求。还有读者表示，

健身器材数量、种类配置不科学，

有些器材群众用不上，被闲置了。

在东部某省一个村庄里，文化

广场上的篮球场、乒乓球台、健身

器材一应俱全，可就是乏人问津。

尤其是到收获季节，篮球场上铺满

了晾晒的稻谷，乒乓球台上铺满了

竹 笋 干 。 原 来 ，这 个 村 子 规 模 较

小、人口也不多，年轻人大多外出

务工，留下来的老人和小孩对篮球

场、乒乓球台等体育健身设施的需

求并不强烈。

陕 西 省 咸 阳 市 读 者 江 成 宇

说 ：“ 对 于 农 村 体 育 健 身 设 施 ，有

的 地 方 觉 得‘ 不 够 用 ’，有 的 却 觉

得‘用不上’。这反映了健身器材

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村庄

的人口构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

等 因 素 ，都 可 能 影 响 群 众 的 体 育

健身需求，在体育活动、器材的规

划 和 供 给 上 ，应 该 充 分 考 虑 群 众

的具体需要，既要避免不足，也要

避免浪费。”

农 村 体 育 健 身 设 施“ 重 建 轻

管 ”也 是 读 者 反 映 比 较 集 中 的 问

题。山东省济南市读者马良在来

信中说：“许多村庄都能见到一些

健身器材长期经受日晒雨淋，有的

‘缺胳膊少腿’，已无法使用，有的

看上去没有明显缺损，但零部件严

重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却得不到

及时维修。”

“农村体育设施存在建设布局

不均衡、管护资金投入不足、健身

器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安徽省

合肥市体育局副局长陆志勇分析，

一方面，农村体育设施建设时大多

建在人口分布集中的区域，容易造

成一些居住较远的村民难以就近

就便健身；另一方面，农村体育设

施管护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健身器

材等缺乏养护，降低了器械的安全

性和使用寿命。

加 强 科 学
健身指导，宣传
普及专业知识，
挖 掘 特 色 体 育
资源

“在农村推广全民健身，配足

配齐体育健身设施只是第一步，还

需要让这些设施得到充分利用，一

些配套服务也不可或缺。”福建省

福州市读者韩俊强说，科学的健身

指导和广泛的体育文化宣传能够

让群众参加体育活动更积极、健身

运动更有效率。

在一些农村地区，部分村民比

较缺乏科学健康观念和体育锻炼意

识，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参加体育健

身活动。“我老家在农村，大部分乡

亲认为，他们平时在田间劳作或从

事体力劳动，本身就是锻炼身体，不

需要再参加专门的健身活动，更不

需要接受专业指导。”河南省周口市

读者小冯在来信中说，相当一部分

群众抱有“无病即健康”的观念，对

体育锻炼的价值认识不充分，对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缺乏了解。

体育健身器材使用不得法，效

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有读者反映：

“有些村民不懂得健身器材的正确

使用方法。比如，许多村庄都会配

备腹肌板，它的正确用法是躺在上

面，做仰卧起坐运动。可不少群众

不会用，趴在上面，起不到锻炼的

实际效果。”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

汤池镇马槽村村民严夏青是二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她对这一现象也

深有同感：“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

要原因是大家缺乏科学健身理念

和专业人士指导。社会体育指导

员应当主动指导大家正确锻炼、规

范动作，但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有

限，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有读者建议打造一支懂体育

健身、组织能力强的体育乡土人才

工作队伍，宣传普及科学健身知识

和体育文化。但也有读者认为，受

限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些

农村地区未必能在短期内实现这

样的目标，建议根据各自的实际情

况，“借力”专业运动队、体育院校

等开展一些工作。海南省儋州市

读者孟信贤说：“建议多多开展乡

村 体 育 指 导 志 愿 服 务 ，鼓 励 运 动

员、教练员、体育专业师生等进入

乡村，开展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全

民健身理念宣讲等活动。”

“互联网在农村地区也越来越

普及，可以利用起来帮助传播体育

知识。比如，在健身器材上设置二

维码，扫码即可跳转到器材使用方

法；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推

送科学、专业的健身知识。”河北省

邯郸市读者郝露说。

一些读者还在来信中表示，兴

趣是调动村民体育健身积极性的重

要因素，这需要进一步丰富体育健

身项目内容，降低参与门槛、提升趣

味性。其实，在不少地方的民俗文

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特色体育项目

资源，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推广。广

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读者韦光招

说：“许多村子里，原本主要的体育

健身项目就是广场舞、健步走、跑步

等，门类比较单一，村民对此如果不

感兴趣，很难积极参与。但有些传

统的体育项目流传已久，比如背篓

绣球在本地知晓度高、有群众基础，

如果进行科学的整理和改造，更容

易在乡村中落地、流行。”

推 动 体 育
下乡，增强农民
健身意识，提高
农民健康水平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十四

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巩固拓展

体育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推动体育下乡，补齐农村健身

设施短板，增强农民健身意识，提

高农民健康水平。

许多地方相继出台相关政策，

加快补齐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短板。比如，安徽省合肥市制定了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五年行

动计划，提出要对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进行更新，并向自然村延伸。与

此同时，为加大推进力度，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更新迭代工作也纳入

了市级相关文件，明确到今年底，

更新迭代不低于 30%。还有一些

地方建立起了体育健身设施安全

技术巡查机制，对健身器材等设施

进 行 定 期 巡 检 ，发 现 问 题 及 时 上

报、及时维修。

再如，山东省滨州市今年启动

新一轮农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工

程，对 5300 余个行政村的 10 万余

件健身器材进行核查，对破损的室

外 健 身 器 材 及 时 维 修 、更 新 。 同

时，启动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全员

培训工作，每个村至少有 1 名常在

村中居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负责

体育器材的管理和报修，同时指导

村 民 科 学 健 身 和 组 织 各 类 赛 事

活动。

推动全民健身战略在广大农

村地区更好地落地实施，要帮助农

民 实 现 从“ 要 我 健 身 ”到“ 我 要 健

身”的观念转变。一些读者发现，

举办优质的赛事可以提高体育场

地设施的利用率，还能带动更多农

民对体育锻炼产生兴趣。

“增强农民健身意识，要讲清

道理、澄清误区，同时还要切实增

强农民的参与感。我们村曾在集

市广场上举办过篮球赛，好些乡亲

本来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看一

下，回来之后就跃跃欲试，想跟着

练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读者陆彪认为，赛事带动效果很明

显，但也要注意当地实际情况，假

如老人和低龄儿童居多，激烈的对

抗性运动显然就不合适了。

王云霞所在的乌当区举办了丰

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当地一些

干部表示，在这一过程中，健全的群

众体育组织成为带动群众健身、举

办优质赛事的重要抓手。乌当区羊

昌镇党委委员吕莹介绍，目前，区里

所有乡镇都成立了老年体协、太极

拳协会和篮球队，通过线上线下多

种方式开展体育比赛活动。

如 今 ，谈 及 农 村 体 育 健 身 设

施、赛事等话题，群众关心的已经

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服务供给

质量好不好的问题。

如何让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

给 更 充 足 、更 精 准 ？ 不 少 读 者 认

为，在政府的主导下，增强社会组

织 等 主 体 的 参 与 ，是 一 个 有 效 办

法。广东省肇庆市读者黄耀东认

为，提升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水平，

政 府 部 门 可 以 更 多 承 担 政 策 制

定、监督监管、资金筹措等方面的

工 作 ，确 保 农 村 体 育 公 共 服 务 的

公 益 属 性 。 与 此 同 时 ，吸 引 社 会

组 织 、市 场 主 体 积 极 参 与 。 他 们

与群众的互动频率高，更加灵活，

有助于让相关服务更加精准地对

接群众需求。

制图：张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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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关注R

我们是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公白镇汤子村的村民。多年

前，和平县招商引资开发温泉项目，与村民签订协议，征收水

田、林地、房屋建设用地等，承诺搬迁村民先到过渡房暂住，并

划分回迁用地供自建居住。但多年过去，县里一直没有解决

回迁问题。村民所住的安置房屋顶铁皮生锈，雨天就会漏水，

有的仅客厅就有四五处漏点；多处墙体出现明显裂缝，部分楼

面走位变形，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带来安全风险和生活困扰（如

下图）。我们多次向县里反映，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希

望相关部门进一步到实地调查了解情况，认真处理村民过渡房

安全隐患，并彻底解决搬迁村民回迁居住问题。

广东和平县公白镇汤子村村民

村民久住过渡房存安全风险

电动自行车违规占用人行道行驶现象屡禁不止。尤其是

上下班高峰时段，占道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压缩了行人空间，扰

乱了通行秩序，影响道路通行效率。此外，有些人还骑着电动

自行车随意逆行，存在安全隐患。

建议相关部门因地制宜制定整治方案，更好平衡电动

自行车行驶与行人通行间的关系。例如，可以通过安装隔

离护栏、路面下沉式改造等方式优化非机动车道建设，让电

动自行车有专用道路可行。在没有设置非机动车道的道路

上，进一步强化车主靠车行道右侧规范行驶的意识，加大管

理人员巡逻的密度与力度。 广西桂林市 雷雅麟

规范电动自行车安全行驶

■身边事R

老旧小区大多建设时间较长，建筑物密集，加上消防设施

不健全、物业管理不善等，消防安全隐患对居民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造成威胁。

建议多方发力，从源头加以预防：一是建立健全消防工作

网络，充分发挥消防、治安、房管、水利、城管等监督执法部门的

协同联动，坚决打击危害公共消防安全、破坏小区配套消防设

施的违法行为，有效调动物业公司、小区居民积极性，形成自

查、自理、自治机制；二是将消防安全设施建设纳入老旧小区改

造，组织专业队伍进行调查，做到“一区一案”，精准解决火灾隐

患；三是老旧小区老年人居多，消防安全意识较淡薄，应加强消

防宣传培训，广泛开展消防演练。 湖北随州市 孟星月

消除老旧小区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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