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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敢当头条】

J【金玉良言】 Y【有此一说】

H【画里话外】

近期，咸宁市烟草公司物流中
心组织物业公司全体保安召开内部
治安保卫工作专题会议，对当前内
部治安保卫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查找了内部治安保卫工作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对下步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一要树立“主人
翁”精神。全体保安人员要切实增
强做好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使物流中心员工工作和

生活更省心、更放心、更安心；二要
严肃值班纪律。按时到岗，坚守岗
位，做到不离岗，不串岗，不睡岗，加
强常态化的巡视巡查，做到在岗一
分钟，尽职六十秒；三要加强监督检
查。加大对物业公司保安人员在岗
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物
业公司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
平，为物流中心提供良好的内部治
安环境。 （通讯员 柯善信）

近日，嘉鱼县烟草专卖局实施全面“传帮
带”，帮助新员工尽快实现角色转换，更好地融
入社会、融入单位、融入工作。

一是工作中注重“传”。按照“导师制”“师
带徒”的老带新方式，安排经验丰富的老党员
与新进大学生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在业务
技能、市场走访、客户服务以及政策法规等方
面传授经验、解答疑惑，深入提升新进大学生
的综合素质。

二是思想上注重“帮”。加强党史学习教
育，引导新员工学党史、知党情，坚定理想信

念、忠诚党的事业。通过班子成员、部门负责
人分别与新员工交心谈心，了解新员工所思、
所想、所盼，帮助新员工全方位了解行业改革
发展情况，尽快熟悉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
现角色转换，增强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是生活中注重“带”。教育引导新员工
严守纪律规矩，严格遵章守纪，安全规范作业，
保证自身和他人的人身安全，建立纯洁干净的

“朋友圈”“社交圈”，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时
刻将党纪国法牢记心间，坚决杜绝酒驾醉驾和
黄赌毒等不良行为习惯。 （通讯员 李小勇）

嘉鱼县烟草专卖局

传帮带力促新员工成长
咸宁市烟草公司

物流中心安排部署内部治安保卫工作

据《人民日报》9月13日报道，多地居
民社区都设置了旧衣回收箱，这本是减少
资源浪费、促进循环发展的好事，但记者
调查发现，部分商家在网络渠道公开售卖
旧衣回收箱，且不要求买家提供公开募捐
资质证明。有客服人员表示：“打着慈善
组织的旗号更容易收到衣服。”

现代人衣服更新频率快，旧衣服直
接扔掉可惜，捐赠又缺乏可靠的渠道，旧
衣回收设施因此颇受欢迎。然而从报道
来看，旧衣回收设施在运行中问题不
少。比如，回收设施缺乏有效维护，使得
干净衣服变脏衣服；回收主体是否合法
合规，公众不得而知；旧衣经过哪些处
理，最终流向哪儿是未知数……

公众之所以愿意把旧衣投入回收

箱，一个重要原因是把旧衣回收当成了
一种善举，希望可以借此帮助他人。但
事实上，一些企业正是打着慈善的旗号
倒卖旧衣牟利，让公众捐赠的旧衣流向
了二手市场；尽管一些旧衣回收箱上印
有慈善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真假
难辨。

民政部2019年发布的《关于不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
公开募捐活动的提示》指出，有一些不具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以公
益慈善用途为名开展旧衣物等废旧物品
捐赠回收活动、甚至借此牟利，此举已经
违反慈善法，并提醒公众注意。

某种角度上，这种旧衣回收乱象对
慈善事业来说也是一种伤害。旧衣回收

市场因为潜力巨大、利润喜人，曾被一些
人视为“新蓝海”。但如果有人打着公
益、慈善的旗号，心里却盘算的是生意和
利益，不仅缺德更涉嫌违法。

治理旧衣回收市场乱象，亟须更有
效的规范和强有力的措施。比如，要明
确回收过程的责任主体、监管主体，加强
回收过程的透明程度；通过加强旧衣回
收工作的标识、设施管理，公布监督电话
等方式，方便公众甄别和监督，等等。

同时，对于违规操作的旧衣回收，有
关部门既要鼓励公众举报也要主动明察
暗访、依法处理，斩断违法机构回收、销
售的利益链条，把旧衣回收的好事做好，
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也让爱心、善
意循环起来。 （据新华网）

诱人招聘广告背后，暗藏刷单类诈
骗陷阱；看似直播体育比赛，实则为境外
赌博拉客；进群学习理财技巧，巨额投资

“打水漂”……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打击
各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一些高发类犯罪
势头得到了一定遏制，但随着科技不断进
步，网络违法犯罪手段也不断翻新，滋生
出多种“非法引流”形态的网络黑灰产业。

“非法引流”的犯罪手段比较隐蔽，
迷惑性强，令人防不胜防。常见手法主
要包括，利用黑客技术在正规网站中嵌
入“暗链”实现引流，通过直播平台为涉
赌涉黄涉诈聊天群拉人，发布虚假招工
信息诱导网民加入各种陷阱群等。无论
采取何种方式，“非法引流”的目的就是
让犯罪链条上的诈骗团伙、赌博网站、色
情网站等和普通网民建立起联系，从而

侵害网民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目前，
被这些“黑流量”裹挟的网民是涉黄涉诈
涉赌犯罪活动的主要“客源”，受害人员
多、涉案金额大，危害不小。重拳打击

“非法引流”犯罪活动势在必行。
从各地查处的案件来看，为逃避监

管，不法人员往往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
业态实施犯罪，甚至呈现精准化、场景
化、产业化趋势，令治理难度不断攀升。
在“非法引流”这条黑灰产业链中，既有
下游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流量”买
家，也有上游提供作案设备、支付服务的
商家。因而，打击“非法引流”犯罪活动，
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着眼上中
下游全产业链，铲除“非法引流”的土壤。

铲除“非法引流”土壤，需要加强综
合治理力度。一段时间以来，从工信部

部署开展“断卡2.0”专项行动到人民银
行组织开展集中整治行动，从中央网信
办全力加强网络技术反制到各地党委
政府严防涉诈人员外流作案……各地
各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加大力度斩
断“非法引流”利益链条，强化治理滋生

“黑流量”的黑灰产业，取得了明显成
效。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弊病根治
也难一蹴而就。进一步压制“非法引
流”犯罪活动空间，既不能治理“一阵
风”，也不能让相关部门单打独斗，还需
要公安、工信、金融、网信等多部门齐抓
共管，久久为功。

铲除“非法引流”土壤，除了严厉打
击还需加强防范，关键在于强化平台治
理。“非法引流”多隐藏于各类网络平
台。现实中，有的平台疏于管理，给不

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有的甚至包庇纵
容，给侦查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相
关部门需要健全监管长效机制，督促网
络平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提高技术甄
别能力，加大对发布内容的标题、简介、
弹幕、评论等审核力度，对频繁更换头
像、批量群发群聊、登录地异常等用户
情况加强封控，严防管理漏洞。

当然，防范打击“非法引流”犯罪活
动，也需要网民提升警觉、合力共治。

“非法引流”手段再高明，也是利用了人
性弱点。网民不仅需要技术防护，更需
要自我保护。提高警惕，筑牢意识防
线，不要轻易添加陌生人好友、点击陌
生人发来的链接，更不要轻易转账，才
能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沦为牟利工
具。 （据新华网）

铲除“非法引流”土壤势在必行

别让违规旧衣回收伤了慈善事业

“一校一案”
记者日前从福建省教育

厅获悉，为做好新冠疫情防
控工作，全省各地各校根据
实际情况按“一校一案”制定
实施应对方案，科学研判选
择适当的教学模式，将常规
教学与非常规教学相结合，
线上教学随时启动，线上线
下随时切换。

（据新华社）

近日，一位普通的秦皇岛民警
火了。伴随着那句“您下载国家反
诈中心App了吗？”，陈国平这个名
字不断在大家视野中弹出。这位新
晋网红主播，直播的内容不是带货，
而是反诈骗宣传。他坚持不接受打
赏，不接广告，只做公益宣传，而且
不断创新形式，只为能让网友准确
识别不断变种的新型诈骗。

老陈并非首位“反诈网红”，
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支硬核
反诈战队——山东济南“泉城阿
姨”。“泉城阿姨”、老陈等“反诈网
红”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反
诈，预防与打击犯罪同样重要。

老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自己的愿望是“全民反诈，天下无
诈”。为了早日实现“天下无诈”，
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首先，要
多一些坚持。正如“泉城阿姨”，自
2017年成立以来，每天都在与时
间赛跑。她们将防骗指南及自己
的受骗经历编成宣传册、排成情景
剧、拍成短视频。其次，要多一些
创新。就像老陈，这位格外接地气
的民警为此开始运营短视频账
号。从发布以前办案时拍摄的视
频，到拉上朋友出演反诈骗小短
剧，再到与网红主播及知名演员连
线直播，老陈为了更好地宣传反诈
知识进行了多番尝试最后，还要多
一些支持。对于“反诈网红”，我们
不仅要赞之、扬之，更要以实际行
动力挺之。如此，方能构筑全民反
诈的合力。 （据新华网）

全民反诈
需更多“老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