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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人人被被骗骗，，儿儿女女也也该该反反思思

《冒充“大仙” 专坑中老年
妇女》一文报道，65岁的许大妈
报案称其被一自称能祛病消灾
的大仙骗取财物 2 6 0 0 0 余元。

（《齐鲁晚报》12月13日报道）
人们常说“天上不会掉馅

饼”，在消费领域，大凡受骗者多
以贪图便宜、心存侥幸，结果成
全了骗子。但是以找“大仙”、“神
医”看病消灾被骗，这就成了另
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若在农

村，缺医少药，有病上不起医院，
加上封建迷信思想较重，给“大
仙”、“神医”提供了可乘之机倒
也好说，而在城市，人们思想觉
悟普遍较高，就医条件很好，但
是“大仙”、“神医”却还能大行其
道，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大凡“大仙”、“神医”行骗，
目标多选择中老年人，因为中老
年人心地善良，洞察能力相对较
弱，子女又不在身边，一听说子

女有难，一时就慌了神，乱了脚
步，只得任凭“大仙”、“神医”摆
布。

每逢这类案件告破，有关
部门就一再提醒中老年人不要
轻信“大仙”、“神医”的胡言乱
语，要相信科学，以免上当受
骗。笔者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
在于老人过于孤独，留守老人
的防范意识薄弱所致。

一是老年人自身因素，判

断能力弱，反映迟缓，架不住骗
子套近乎，打“温情牌”。二是子
女缺少与老人的沟通交流，很
容易让老人相信骗子的鬼话。
三是城市邻里之间往来较少，
加上小区、社区对老人的服务
跟不上，老年人遇到问题孤独
无助，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留守老人的安全问题日益
成为社会问题，政府部门、社区
居委会、小区物业要携起手来，

把 关 爱 老 人 的 工 作 做 细 做 扎
实，营造防守大环境。作为儿
女，要常回家看看，即使做不到
这一点，也应该常打电话问问
情况，聊聊家常，多给老人提醒
提醒。作为老年人，遇事不要自
行作主，给儿女通个电话，给邻
里打个招呼，如果这些防守工
作都做到位了，许多悲剧远可
以避免，骗子自然也就没了可
乘之机。

葛有话枣说

火言

冯燮
12月10日齐鲁晚报《十一

个老旧小区华丽“变身”》一
稿报道，9日 ,记者了解到 ,今年
改造的十一个老旧小区已全
部“脱胎换骨”,滕州市住建局
正在加紧筹备明年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 ,并深入小区实地调
查摸底。

生活环境脏乱差，管理
混乱，物业缺位，是不少老旧
小区的通病。由于老旧小区
大多是单位、企业、工厂的家
属院，由于建筑时间早，规划

单一，配套设施并不完善。再
加上房屋年久失修失养，管
网老化问题比较突出，成为
影响小区居民生活的重要因
素。

以往对于老旧小区的改
造一直都在进行，但是从根本
上的“大动作”似乎不并不多
见，基本都是“穿靴戴帽”式
的，所以每次改造过后，好的
状况维持不长时间，便又重回
以前的模样，于是老旧小区改
造难便成共识。仔细分析便不
难发现，老旧小区最根本的，

就是基础设施“欠帐”太多，所
以一般的物业公司都不愿接
手，最终导致管理跟不上，而
形成恶性循环。

就拿下水管网改造来说，
一个小区少说也要几十万元。
按照目前老旧小区的管理模
式，社区代管没能力支付这笔
资金；老旧小区的业主大多是
破产企业的退休人员或出租
户，收入不高，靠业主集资难
度很大。所以，最终还得靠政
府加大投入。从这个意义上
说，滕州市委、市政府重点投

入资金，一步到位，实施化粪
池抽污、铺设排水排污管网、
新增绿荫停车位、混凝土路
面硬化、铺设路沿石、补栽树
木 、路 灯 安 装 、单 元 内 墙 粉
刷、外墙粉刷等基础工程项
目 ,的确把钢用在了刀刃上。
通过整治 ,真正让小区旧貌换
新颜 ,实现“排水通、路面平、
功能全、环境美”的目标 ,为广
大居民营造“舒适、方便、安
全、优美”的良好生活环境，
为下一步争取物业公司进驻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老老旧旧小小区区改改造造，，钢钢要要用用在在刀刀刃刃上上

苗苗木木进进城城，，量量力力而而行行
孙世华

看 到《 南 方 树 枣 庄“ 包
被”“进房”过寒冬》，对此市
民颇有微辞的新闻报道，笔
者认为苗木进城，应量力而
行。

近年来，引进南方花木、
古树到北方城市，已经成为
一种“流行趋势”。有的地方
由于操之过急，忽略了科学
性、适应性，结果盲目移栽，
造成树木死亡，形成巨大浪
费。植树造林，绿化环境，并
非一切都要按照老规矩、老

办法，至少，从科学角度讲，
苗木的多样化对任何树种都
有好处。而品种单一、重茬，
本身就对树木生长、改善环
境不利。但问题在于，能否科
学合理地栽植培养，并使之
入乡随俗，这才是关键。

其实，土生土长的南方
“ 土 特 产 ”在 北 方 地 区 开 花
结 果 ，形 成 规 模 的 ，这 些 年
并 不 少 见 。这 说 明 ，只 要 科
学 合 理 ，一 切 皆 有 可 能 。而
南方树种在枣庄安全越冬，
安 家 落 户 ，同 样 具 有 可 行

性。
当然，不管是南方树木

“难伺候”，护理费用比北方
植 物 高 ，还 是“ 三 分 栽 七 分
养”，都要谨记一点，不要把

“ 试 验 田 ”直 接 搬 进 城 市 绿
化的实际工作中，不要把不
成熟的“宝”压在现学现卖、
毫 无 把 握 的 学 徒 期 。毕 竟 ，
相对于整个城市来说，将南
方花木栽进苗圃，等待时机
成 熟 ，苗 圃 再 大 也 是 小 ，树
木再多也是少；城市再小也
是 大 ，树 木 再 少 也 是 多 。这

样，既能避免南方树“包被”
“进房”过寒冬的尴尬，还能
保证存活率。

苗 木 进 城 ，量 力 而 行 。
这个“力”，既是公共财产的
力 ，反 复 论 证 的 力 ，长 期 积
累成熟经验，敢于负责到底
的力，而不是轻易下结论的

“利”，自以为是的利，出了
错误相互推诿的利。笔者认
为 ，只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就 基
本做到了苗木进城，量力而
行 ，就 不 会 出 现 南 方 树 木

“穿衣戴帽”的被动局面。

葛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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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农农合合参参保保人人数数减减少少应应引引起起重重视视
一年一度的新农合缴费

开始了，滕州今年的个人缴费
比去年涨了10元。新农合随着
每年政府财政补贴加大，个人
的缴费幅度以每人每年10元
的幅度上升，看病报销的比例
也在加大，然而笔者却发现身
边当地农村的年轻朋友参保
新农合的人数在减少。

在农村参保新农合，以中

老年人和小孩为主，年轻人由
于常年在外打工，对新农合用
的较少，有点小病在外地药店
拿点药吃就抗过去了。更为主
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年轻人认
为自己身体好，一年交上了几
十元不用浪费了钱，新农合不
能在异地看病报销也是一个
原因。

笔者以为，年轻人是家庭

的支柱，不办新农合的做法，
看似省钱实则费钱。俗话说身
体是革命的本钱，谁都不希望
自己生病，但疾病一旦来袭，
如果没有参保新农合自己就
要承担看病的全部花费，相反
如果参保了新农合政府则为
参保人承担了大部分看病费
用。所以新农合还是全民参与
的好，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买

个保障。
另外一部分年轻人不参

保新农合，也折射出了新农合
的机制还需完善，比如用起来
不方便，报销速度慢，不能异
地看病报销，相信随着国家对
新农合制度的逐步完善，这些
问题都能一一解决，我们看病
就医也将更方便。

（孙娇娇）

岁末将至，公务繁忙，总结工
作，布置任务，各类会议接踵而来。
对今年的工作进行梳理，成功的经
验给以肯定，不足进行分析，同时对
明年工作思路进行展望，这些都是
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想当初，会议冗长，文山会海的
“会议病”曾在各地普遍存在，中央
“八项规定”之后，各地的会风有了
不同程度的改观，会议时间、程序比
以前都精减了不少，能不开的会就
不开了，泛泛部署工作和提一般性
要求的会议也不开了，原来很多上
午召开的会议，到了中午12点也都
散不了属于正常，现在早早就散会
了。

但是个别基层单位年终就不是
那么回事了，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
的公职人员讲，最近他参加的会议
太多了，年终“赶会”成了家常便饭，
有时一上午要开三个会，其中很多
会与自己本职工作关系不大，到处

“赶会”，苦不堪言，但没有办法，以
前是赶饭局，现在变成赶会场，上级
那么多部门，哪个部门也不敢得罪，
都得去参加，你不参加，就是不给面
子，来年还怎么“混”呢？

如果只是为了面子和应付，赶
会场那就没什么意义，今年上级要
求基层干部们必须走千家进万户，
去广泛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
了解他们的诉求，把群众最急、最盼
的事调查清，才能有的放矢的去解
决。如果成天都泡在“会海”里面，相
关不相关的会议都要去参加，为会
疲于奔命，那哪还有时间去深入群
众，去尽到一个公职人员应尽的义
务呢？

要想真正让公职人员去办一些
利于老百姓的实事，就要坚决压缩
不该开的会议，提高行政效率，所以
应该向年终“赶会”说“拜拜”了。

（戴忠群）

向年终“赶会”

说“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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