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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因疫情原因， 部分地区寄递
服务业务暂停， 诈骗分子通过非
法途径获得网购用户的订单信
息， 随后致电受害人， 谎称疫情
期间无法发货， 现需给受害人申
请退款， 并要求受害人添加 “官
方客服”， 逐步引导受害人转账
汇款实施诈骗。

正规网购平台退货退款无需
事前支付费用， 请登录官方购物
网站办理退货退款， 切勿相信陌
生来电要求添加的 “客服 ” 微
信， 更不要点击他人提供的退款
链接 ， 对于各种转账或借贷需
求， 统统不要理会。 （午综）

关注不利天气影响
注意及时添衣保暖

秋末冬初， 寒潮影响增大，
低温、 大风、 雾霾天气增多。 请
广大市民注意增添衣物保暖， 及
时关注天气预报， 做好室内空气
净化，减少不利天气外出，提前做
好农作物防寒、危房加固措施。

大风天气应及时关闭家中门
窗 ， 收回花盆 、 衣物等外放物
品， 尽量避免骑车出行， 避免在
广告牌、 老树、 输电线路等高风
险设施、 建构筑物下方逗留， 降
低人身伤害事故风险。

关注旅游安全风险
尽量远离人员拥挤区域

本市正处于红叶观赏季， 香
山、 八达岭、 妙峰山等热门景点
人流密度较大，旅游安全事件、交
通事故易发、多发。请广大市民选
择正规景点游览， 积极配合景区
防疫规定，合理安排出行规划。

登山应穿戴轻便、 保暖、 舒

适的衣物装备， 备足食品、 饮用
水及其他游玩必需品。 进入景区
后， 要看管好老人、 儿童， 尽量
远离人员拥挤区域， 行经险要步
道、 陡峭楼梯要注意脚下、 小心
前进， 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关注森林火灾风险
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本市即将进入森林防火期，
大风天气高发、降水减少，气候、
物候干燥，林下可燃物增多，红叶
观赏季进山人数激增， 导致森林
火灾风险明显上升。 请广大市民
增强森林防火安全意识， 不要携
带火种进入林区， 严禁野炊、烧
烤、吸烟、玩火等违规用火行为。
如遇山火发生， 应迅速逃离到安
全区域并拨打12119报警。

关注冬季高发事故风险
选择安全合规的设备

11月份， 本市进入供暖季，
市民燃气 、 热力 、 电力需求上
升， 一氧化碳中毒、 火灾、 燃气

燃爆事故风险较高。 请广大市民
选择安全合规的燃气、电气、供暖
设备，及时消除身边事故隐患，确
保用火、用电、用气安全。

家中要定期进行通风换气，
保持空气清新， 不要长时间离开
在用灶具， 不要使用铁桶、 火盆
烧柴、 烧炭取暖， 不要超负荷用
电、 私搭乱接电线， 不要在无人
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暖气、 电热
棒、 电吹风等电热设备， 不要在
建筑疏散通道、 楼梯间等公共区
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其充电。

关注生产安全事故风险
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监管

临近年末， 本市工程建设、
企业生产年度目标压力增大， 抢
工期、 赶进度、 安全管理不到位
等现象相对突出。 进入冬季， 天
气寒冷、 空气干燥、 静电聚集，
室外作业人员感知、 运动能力明
显下降， 管线冻凝、 设施冻裂、
变形， 室内通风不到位等问题增
多，建筑、市政施工、危险化学品
等重点领域安全事故风险较大。

全市生产经营单位应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加强隐患
排查治理及作业现场安全监管，
做好低温、大风、雾霾等不利天气
应对， 积极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
发生。

近期， 全国多地散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这个时候，
有一群人却动起歪心思， 盯上了公众的钱包。 骗子们一再升级骗术、 更新套路，
让人防不胜防。 我们盘点了近期高发的七种涉疫诈骗圈套， 提醒您提高警惕，
切勿上当。

深秋时节， 心脑血管、 流
感等疾病易发， 丰台区市场监
管局多举措确保急救医疗器械
质量安全。

强化指导， 精准施力 督
促医疗机构建立并执行 “上统
一采购， 下分管安全” 急救用
医疗器械管理机制， 由医院采
购部门统一采购医疗器械， 使
用部门负责医疗器械日常管理
工作， 做好医疗器械的登记、
定期核对、 日常维护保养等工
作。 同时， 督促医疗机构开展
自查自纠， 及时发现隐患， 落
实整改， 做好冬季医疗器械质
量管理工作。

强化监管， 高效执法 将
急救用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
械 、 急救设备以及手术室用
医疗器械等冬季常用医疗器械
纳入重点检查范围， 下大力气
开展入冬前急救用医疗器械

专项检查， 重点对急救用医疗
器械有效期管理、 急救设备定
期养护维修记录以及合法合
规 性资质进行检查 。 截至目
前， 共检查医疗机构45家次，
发现违法行为4件， 均已立案
查处。

强化宣教， 积极科普 结
合日常监督检查 ， 将用械安
全、 抗疫宣传、 法规宣传融入
其中， 引导医疗机构全面落实
医疗器械质量安全主体意识，
做好质量管理工作。 通过开展
“三进” 科普宣传活动， 走进
校园、 社区、 医疗机构， 印制
发放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 单行本3000本， 举办 《条
例》 在线云课堂， 解读群众安
全用械和法规方面的提问40余
个， 营造全区安全用械良好氛
围。

（毛军军）

多举措确保急救医疗器械质量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市应急管理局发布11月安全风险提示
防寒保暖 谨防安全事故

77777类涉疫诈骗要当心

近期， 各地发生多起冒充疾
控中心工作人员实施涉疫诈骗的
案件。 不法分子自称为疾控中心
工作人员， 通过拨打电话询问受
害者有无接种新冠疫苗， 如果已
接种疫苗 ， 请按数字 “ 1” 键 ；

如果还未接种 ， 请按数字 “2”
键。 受害者按照对方要求进行按
键操作后， 手机被屏蔽， 随后发
现常用的网银转账APP和网上银
行信息被转移。

这是最新型的涉疫骗局，请

民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可能会通过电话核对
个人疫苗接种情况， 但不会要求
操作数字键进行确认。 在未核实
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 不要按
照对方要求操作手机。

骗局一： 冒充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实施诈骗

骗局二： 花钱购买核酸检测“快速通道”
有一些着急做核酸检测， 又

怕麻烦、 不愿意排队的民众盲目
相信有核酸检测的 “快速通道”，
不法分子就以 “加价最快半小时

拿到核酸检测结果” 为名， 对他
们实施诈骗。

在我国， 核酸检测结果是经
由卫健部门认证的、 具备资质的

医院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 核
酸检测根本没有所谓的 “快速通
道”， 不要轻信网络上的小道消
息和所谓的 “私人渠道”。

骗局三： 合伙投资生产新冠疫苗骗局
不法分子在社交软件、 网络

直播等平台， 广泛发布帖子、 私
信， 声称有内部渠道可购买新冠
疫苗， 或者有资质可以合伙投资

生产新冠疫苗， 诱导受害人在其
提供的平台、 APP上进行投资转
账。

这种诈骗类型其实就是投资

理财诈骗的一种， 民众一旦落入
不法分子的圈套， 所投资的资金
往往是无法提现 ， 或者全部亏
损。

骗局四： 假冒“权威部门机构”发送诈骗短信
不法分子冒充 “权威部门机

构”， 将诈骗短信包装成防疫提
示， 内容包括预约疫苗接种、3小

时做核酸、意外保障到达等等，诱
导群众点击含有“钓鱼木马”的链
接，一旦点击，资金就被骗走。

提示公众接到短信后， 只要
含有陌生链接，就不要轻易点击。
看到此类信息，请立即删除。

骗局五：

扮成疫苗接种普查调查员骗你刷单
不法分子冒充疫苗接种普查

调查员， 申请与受害人加微信好
友， 将受害人拉入各种微信群，
实施刷单诈骗。

疫苗接种与网络刷单做任务
没有任何关系。 一旦有陌生人申
请好友 ， 并将你拉入刷单微信
群， 请立即退出并删除。

骗局六：

利用爱心骗取捐款
不法分子通过电话、 网络等

冒充慈善或民政部门， 向用户发
送防控疫情 “献爱心” 的虚假信
息， 或者搭建虚假官方网站， 利
用群众的爱心骗取捐款。

在捐款、 捐物、 献爱心时，

一定要通过正规官方渠道进行核
实， 认准正规捐赠渠道， 捐款前
务必核实账户名称与受捐公益组
织的名称是否一致， 切勿将捐赠
资金转入个人账户， 避免上当受
骗。

骗局七：

假借网购退款实施诈骗

目前， 本市处于红叶观赏季， 香山、 八达岭、 妙峰山等热门景
点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与此同时， 秋季大风天气高发， 气
候、 物候干燥， 林下可燃物增多， 火灾风险上升。 北京市应急管理
局发布安全风险提示， 提醒广大市民积极防范各类安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