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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成都5月22日电 记者刘畅报道：5月22日下午，
“4·20”芦山强烈地震社会组织灾后重建项目需求对接暨签
约仪式在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举行。

中国福利基金会等8家社会组织分别与雅安市教育、卫
生、团委等部门和芦山、天全、宝兴等重灾县抗震救灾社会组
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签署了9个灾后援建项目的《合作意向
协议书》，共计投入项目资金和物资超过4000万元。

其中，中国福利基金会计划投入 1500 万元为灾区 0 至
16 岁儿童及全体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师生提供“免费午餐”
项目；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会计划投入 1000
万元为灾区 18 岁以下，参加了农保、社保儿童和因地震而
伤残的 18 岁以下儿童提供大病医疗保险项目；广东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共捐赠 730 万元分别用于灾区青少年宫建设
和资助灾区贫困学生；长沙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 300
万元用于资助灾区困难学生及援建青少年活动阵地；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捐赠 110 万元用于灾区科技馆、儿童科技文
体活动室建设；成都餐饮爱心食堂将为灾区提供 1500 套

“爱心自助小厨房”。
首批合作协议的成功签订，标志着社会组织为灾后重

建提供的援助项目正式进入落地实施阶段。下一阶段，四
川抗震救灾指挥部社会管理服务组将依托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服务中心（站），搭建协同平台，构建协同机制，充分发挥
社会组织、志愿者与灾区党政和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进一步协调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援助灾区项目的落地。

“人活百岁不生病，一粒胶囊的巨大威
力！”

“10 分钟止痛消肿，30 天铲除各种风
湿骨病不再复发！”

⋯⋯
这样的广告语一般人不会相信其真实

性，但对于一些“病急乱投医”的患者，这种
具有煽动性的广告语却有极强的诱惑，他
们很可能本着“暂且一试”的态度去购买食
用这些“药品”或“保健食品”。而这一试，
不仅上了这些虚假违法医药广告的当，还
可能贻误疾病治疗，造成严重后果。

透过这些天花乱坠的说辞、令人眼花
缭乱的包装，让我们揭开虚假违法医药广
告的真实面目。

功效：
肆意夸大 信口开河

国家工商总局日前披露了整治虚假违
法医药广告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测发现的
部分典型案例。其中充斥着大量肆意夸大
产品功效、信口断言产品疗效的言语。

4月 25日，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保
健时报》刊登的靖仁堂阿尔法亚麻酸胶囊
保健食品广告中，赫然以“人活百岁不生
病”为大标题，还宣称这是“一粒胶囊的巨

大威力”。
实际上，阿尔法亚麻酸的确具有预防

和治疗心脑血管病，有效改善心脏供血功
能等作用，但绝非广告中所宣称的“13 大
功效快治慢性病，一粒胶囊定乾坤”。

另外，“保健食品”不等于“药品”。
保健食品是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
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适宜于
特定人群食用，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
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
性危害的食品。而药品则是用于治疗疾
病，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允许有一定的
副作用。可见，保健食品绝对不能代替药
物。虚假违法医药广告利用“以食代药”
的说法蒙骗消费者，不仅不能治好病，还
可能会使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假证：
擅自冒用他人名义

为误导消费者，达到蒙骗消费者的目
的，不少虚假违法广告都打出了“权威”部
门、“权威”专家、消费者现身说法的幌子。

4 月 25 日，保定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播
出的参鹿扶正胶囊药品广告宣称：“中国药
品监督管理局、中国工商管理局特批全国
5万名患者开展药品验证活动”。

4月 26日，江西一家报社主办的《新参
考文摘》刊登的“桂圆琼玉颗粒药品广告”，
利用医疗机构名义证明，宣称：“北京协和、
上海同济等各大医院临床验证，3 个周期
治脱发，生黑发，总有效率 96.3%”。

4月 26日，辽沈晚报抚顺版刊登的“草
原铁骨丹那如三味丸药品广告”宣称：“国内
数百位专家验证：草原铁骨丹疗效太霸道，
只要按疗程用药，风湿骨病治一个好一个”。

⋯⋯
我国《广告法》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

告不得含有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
保证，不得含有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的
内容，不得含有与其他药品、医疗器械的功
效和安全性比较的内容，也不得含有利用
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医疗机构或者专
家、医生、患者的名义和形象作证明的内
容。上述广告明知故犯，刊登这些广告的
媒体明知故纵，均可谓“利欲熏心”。

坑害：
一老一小两类人群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
养生，尤其是老年人，易被高血压、心脑血
管疾病等慢性病症所困扰；而孩子是未来
的希望，很多家长有强烈意愿给他们吃一

些促进智力发育的保健品，治疗或减轻近
视等病患。正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
理，虚假违法医药广告多数把老人和孩子
锁定为牟利的目标人群。

4月 26日，六安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播出的广告专题片“拨云复光散药品广
告”，把患白内障的老人作为目标，广告
当中出现多名患者讲述使用效果，宣称

“滴舌头治眼病，一副药见光明”、“当场
滴当场见效”、“无需开刀做手术白内障连
根除”。

5月 1日，山西电视台卫视频道播出的
广告专题片“阿瞳视力训练恢复仪医疗器
械广告”，就利用家长和学生讲述使用效
果，还以儿童名义介绍医疗器械，宣称“15
分钟视力提高两行，长期使用低度近视摘
掉眼镜，中高度近视提高视力”。

这些违法违规的广告都已受到严肃查
处。“老年人防范意识较低，而对于儿童近
视等病症，家长往往‘求医心切’，上了违法
虚假医药广告的当。”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
督管理司负责人说。

为此，“要集中力量，解决群众举报投
诉多，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
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人民群众的关
切。”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甘霖表示。

看虚假违法医药广告如何“坑人”
本报记者 陈 郁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汶川成为世界的焦点，5 年之
后这个地方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5 月初，记者们再次走
进汶川。

本报记者金晶采访归来，惦记着要把给汶川羌绣馆绣
工夏高珍拍摄的照片洗好寄过去。夏高珍，这位在汶川地
震中失去了女儿的坚强母亲，在安置新房里生了儿子，以超
人的毅力掌握了多种羌绣针法，成为一名绣坊里的技工。

从灾难中站起来的夏高珍，用希望代替消沉，投入了新
生活。金晶报道中这样写道，“这每一针、每一线上，不但有她
对未来的希望，还饱含了她对孩子深深的爱。”

除夏高珍和针针羌绣，让金晶感受至深的还有声声入
耳的羌笛、步步入心的锅庄。

5 年前的地震让宛如瑰宝的桃坪羌寨碉楼、黑虎群碉
遭到重创，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研习地严重受损。

而如今，在茂县，囊括了所有羌族文化歌舞类代表符号
的原生态歌舞《羌魂》应运而生；在理县，土风歌舞队整理表
演的数十支古羌舞蹈得到推广。桃坪羌寨里的声声羌笛，
已成为当地一道靓丽风景⋯⋯四川一直以来延续着的文脉
在地震 5 年后又焕发了勃勃生机。独特的藏羌文化、民风
民俗正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成为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强
劲引擎。

“5年来，每年都能看到汶川重建进展的报道，虽然我能
够想象得到变化，但没想到变化的程度竟然如此之大。”再访
震区的新华社记者李惠子说，“对比曾经的山河破碎、满目疮
痍，汶川、北川、青川天翻地覆的变化还是让我震撼。”

无论是漫步在彭州明清风格的海窝子老街、法式风情
的白鹿小镇，还是行走在安县川西北民居风格的坝上小镇，
都能感受到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的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
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李惠子说，集中了全国乃至世界的
智慧，经过科学规划重建的新家园，不仅仅满足了灾区群众
居住安全舒适的要求，更体现了现代宜居的理念。

“灾后重建，住房不仅更坚固漂亮了，与之配套的交通、
用水、信息等也都得到了完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左
艾甫说，印象中下雨、塌方、泥石流造成的交通不便是地震
灾区极为常见的情况，而这次赴汶川采访，每天都在赶路，
对灾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就有了非常直观的感受。

左艾甫说，各地灾后重建特别注重结合地域特色因势
利导挖掘新的产业机会，灾区群众的日子正在一天比一天
好起来。在都江堰采访现代农业科技园时他了解到，当地
发挥生态优势，结合土地整理、耕地流转建立起规模化的现
代高效农业生产基地，越来越多的农民掌握了现代的农业
生产技术，种植的蝴蝶兰、红掌等高档花卉，培育的猕猴桃、
三木药材等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

刚采访过雅安地震的光明日报记者王斯敏，又到了汶
川。她对雅安和汶川进行了对比。一样是山清水秀的美景，她
想到的是芦山灾区人们表情的凝重；在映秀镇，站在现代化
的校舍里，她脑海中回放的是芦山灾区学校里支离破碎的实
验仪器与满地散落的书本。王斯敏说，尽管自己此前没有走
进过汶川，但汶川的“昨天”她并不陌生。雅安地震的难忘
记忆在她的心里挥之不去：房子倒了，亲人没了⋯⋯

进入汶川一路看过来，漂亮的住房、坚固的校舍、现
代的医院，一切都让王斯敏不再沉重，她相信明天的芦山
会建设得像汶川一样好。在一所中学里，她听到孩子们
对未来的规划，体会着孩子们爱与感恩充盈的内心，看到
他们有梦想并为之奋斗着，她的心情更多了亮色。汶川
特大地震 5 年后，房子建好了，基础设施建好了，景区恢复
了，更可贵的是，人们的心态好了，对未来，有信心、有梦
想、有奋斗。

有梦想，更有未来
本报记者 曹红艳

本报北京 5 月 22 日讯 记者佘惠敏

报道：第十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
览会科技成果推广与商务合作项目推介会
今天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何
孝瑛介绍，推介会围绕中国经济和科技产
业发展的时代要求，推广转化科技成果和
产业项目，为科技产业的产、学、研、用、金
各环节搭建对接和交易洽谈平台。

在重点科技产品推介专场会议中，中
加新世纪公司研发的《知识资本量化长效
激励机制管理系统》软件等科技产品，成为
推荐重点。

本报北京 5 月 22 日讯 记者金晶

苏民报道：科学调度的城市智慧停车系
统、反应灵敏的城市应急指挥平台、使用
方便的社区养老幸福医疗系统⋯⋯第十
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开展
第一天，“智慧城市”的成果展现便成为
观众关注的焦点。

“有了这套系统，我们就能实时掌握
每一辆车的运行状况、路线，一目了然，
调配起来方便多了！”在科博会 1 号馆福
田汽车展区，来自物流企业的王然在看
过汽车物联网应用演示后感慨道。据福
田智科现场工作人员许海东介绍，汽车
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普通家庭用车，还可
提供车辆行驶安全、油耗、实时路况等方

面的信息，“车联网还能通过监控预警等
手段，对车辆进行分流，为驾驶员提供更
加合理的驾乘路线，大大缓解堵车的现
象，改善人们的出行环境。”

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概念和
技术的各项成果，不但改善着人们的生
活，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观念。

“如何才能随时随地了解家中老人
的健康状况呢？手机是最佳的选择。”前
来参展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
人员告诉记者，所里研发的“社区老人健
康感知公共服务系统”以智能手机为平
台，可利用手机内置的多模传感装置和
外界的医疗传感器，全方位感知老人的
日 常 行 为 ，实 时 采 集 并 对 数 据 进 行 分

析。“随着老龄人口逐渐增多，智能化社
区养老也将成为一种主要选择。”她说。

物联网概念的应用正渗透到民生的
方方面面。近年来，北京等地开始打造政
务物联数据专网，试点各项民生服务，为
各类市政应用提供安全高效的信息传输
服务。“液化石油气公共服务用户监测监
控物联网示范项目”便是其中之一。“市、
区两级远程检测系统，可对室内液化石
油气浓度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现超标，
便自动开启应急响应。”首都信息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项目提
高了用户供气系统的安全等级，有效防
止事故的发生，保障了人们公共场所就
餐时的安全。”

本报北京5月22日讯 记者牛瑾报道：
“这套设备的分辨率有多少？”“在国际上是处
于领先水平吗？”第十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
产业博览会今天上午正式开展。记者走进国
家863计划成果及科技奖励成果展区，听到
一位老先生正向工作人员提出问题。

引起这位老先生兴趣的是由重庆金山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开发并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胶囊内镜及姿态控制
系统。讲解员介绍，“这是一种无创、无痛消
化道疾病智能诊断设备，解决了医学上不能
对小肠进行准确检查的重大医学问题。”

“十一五”以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划，即国家 863 计划，加强了高技术研
发、集成创新和示范应用，抢占了若干前沿
技术制高点，突破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
本届科博会期间，涉及信息技术、生物和医
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先进能源技术、现
代农业技术等 5个领域的 94项国家 863计
划前沿科技成果首次集中亮相。

“ 智 慧 城 市 ”成 焦 点
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概念的成果亮相展示

“863”计划展成果

科技项目推介会举行

5 月 17 日上午，记者来到广州市天河
区东圃幼儿园，见到了体格健壮的董思，是
他制订出了一系列严格的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和操作标准，在东圃幼儿园食堂打造出

“全国健康方式示范食堂”。
据东圃幼儿园江少贤园长介绍，董思

2005 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专业，
2006 年应聘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幼儿园
体育老师。2009 年起，董思先后负责幼儿
园三园区信息化建设，总务后勤管理，基建
安全、食品安全管理；2012 年受聘安全主
任，全面主管安全工作。

2010 年，董思接手食品安全管理后，
发现幼儿园存在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
是食堂厨房早期建设、原有设计上存在缺
陷，流程布局不合理；设施、设备严重老化；
原食堂所处建筑物墙体开裂，存在安全隐

患。二是食堂的老员工卫生安全意识滞
后，对新的食品安全知识和操作规范不了
解，难以适应新的食品安全操作要求。三
是作为一所老牌省一级幼儿园，东圃幼儿
园仍是“食品安全 C级单位”，亟需转变。

为了做好幼儿园食品安全工作，董思
全身心投入到食品安全知识的学习中，短
时间内使自身的食品安全知识和管理水平
迅速提高，并顺利考取了“广州市食品安全
管理员（中级）”证书；他还积极推进食堂改
造工程，到优秀幼儿园食堂参观，学习吸收
优秀食堂的管理和设施上的优点和亮点，
聘请了专业餐饮厨具设计师，结合专家经
验和自己观摩学习心得，很快拿出了设计
改造方案的初稿。2012 年，厨房全新的改
造设计图纸在天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集体食堂科的监督人员指导下，经历了五
次易稿后完成审批，基建改造与设施设备
更新资金也在年初得到区教育局的批复。

暑假厨房改造工程就全面展开了。就
在此时，董思的妻子和孩子相继生病，需要
他照顾。但董思没有顾得上小家，全力投

入幼儿园厨房改造工作之中。董思每天守
在现场监督厨房改造工作，对施工质量、进
度严格把关。

在提升硬件的同时，董思建立了全园
完整的食品安全管理架构，实行食品安全
层级制管理，成立了食品安全管理小组，
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操作标
准，实行食品原料进货登记电子化管理，
完善食品安全管理资料，组建了一个食品
安全管理团队。在食品原料的采购上，对
供应商进行了严格筛选和核查后，选定符
合要求的供应商并实行定点采购供应，完
整记录每一批次的食品原料进货台账并按
照新要求将台账改为电子版制作，确保原
材料鲜进鲜出，确保不使用过期变质和来
路不明的食品原料。在食品加工过程中，
董思制订了严格的容器、刀具、案板使用
规定，严格要求按照清洗加工步骤使用不
同规格、颜色的容器区别盛装不同的食品
材料，使用不同颜色的刀具和案板加工食
品原料。记者在幼儿园厨房看到，褐色的
案板是用于加工熟食品；红色是用于加工

生肉类；海蓝色用于加工鱼类；橙色用于
加工水果类。2012 年 7 月东圃幼儿园食
堂荣获“全民健康方式示范食堂”称号。

几年来，董思在幼儿园食品安全管理
中，积极开展各类培训。2012 年 10 月，广
州市天河区东圃幼儿园食堂接受了广州市
食品安全量化评审组考评，得到了专家组
的高度赞扬，厨房的厨具分色管理、物品标
准化管理、完善的资料管理体系、整洁明亮
的厨房得到专家的称赞，将东圃幼儿园食
堂打造成了 A 级食堂，全面保障幼儿食品
安全，让孩子吃得安全，让家长放心。

让 孩 子 们 吃 得 更 安 全
——记广东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幼儿园安全主任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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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特大地震 5 年后，房子建好

了，基础设施建好了，景区恢复了，更

可贵的是，人们的心态好了，对未来，

有信心、有梦想、有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