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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易璋 周
伟俊）资源县数名男子组成电信诈骗团
伙，为提高电信诈骗效率，在县城某宾馆
开房入住“集体办公”，结果开工没多
久，就被公安部门一锅端。

日前，资源县公安局组织警力对城区
娱乐场所、宾馆业、出租房屋等行业场所
开展突击清查活动。晚 10 时许，民警清查
某宾馆一房间时，发现房内 7 名年轻男子
形迹可疑， 5 名男子躺在床上把玩着手

机，另外两人全神贯注地操作着两台笔记
本电脑。他们看到民警进入房间后，神情
突然变得非常紧张和怪异。

当民警向他们提问时，这些人眼神飘
忽，闪烁其词。民警提高了警惕，对房间
内的两台电脑进行检查，发现电脑正在运
行的程序十分疑似电信诈骗程序。民警立
即判定这群男子正在实施电信诈骗，随后
将他们全部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调查核实， 7 人中曾某、曾某某、

罗某、涂某等 4 人确实涉嫌电信诈骗。
据他们交代，因疫情防控期间不好找工
作， 4 人便商量着找兼职，有人提出搞
电信诈骗，遂购买了作案工具，通过钓
鱼网站窃取某宝用户的 IP ，再通过群发
给其他用户虚假信息，引诱这些用户加
入所谓的 QQ 交流群，再通过在群里发
送一些虚假中奖信息和致富秘诀等，吸
引这些用户登录指定网站并进行充值，
一步一步实施诈骗。

曾某等人本来是分开在各自乡下家
中实施电信诈骗活动，但由于农村网络
和信号不稳定，为了提高诈骗成效，团
伙成员还能一起交流诈骗经验，同时也
能在县城游玩， 4 人于日前到县城某宾
馆开房入住。

目前，这些涉案人员已全部被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正在进一步办
理当中。

电信诈骗团伙宾馆开房“集体办公”
被警方一锅端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莫艳萍）“现在是红灯，不能
过马路。”“请走斑马线，这样更安全!”日前，花园社区的
志愿者们身穿红色文明交通志愿者服装，头戴红色志愿者帽子
出现在了普陀路交通十字路口，协助现场交警维持交通秩序，
以实际行动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正值交通高峰时间，志愿者们来到辖区主要路口、路段开
展文明交通劝导活动，劝导过往居民走人行道、走斑马线文明
交通行为，并通过发放“文明交通宣传单”的形式，广泛宣传
创城文明出行，引导居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社区负责人介绍，希望通过这种志愿活动，引导更多的市
民群众文明出行，倡导文明交通新气象、新风尚。

花园社区开展

“文明交通引导”

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周俊远 廖
荣格 文/摄）为帮助企业做好疫情后复产
招工、稳工及返乡人员就业再就业工作， 5
月 2 日，由荔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荔浦市就业服务中心主办，荔浦市扶贫
办、荔浦市工信局协办的荔浦市 2020 年首
届大学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荔浦市荔城镇百
汇中心广场举行。本次招聘会主要面向大学
毕业生、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和有
意向就业人员，帮助该市企业解决招工难问
题。

“受疫情影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
作，这个招聘会太及时了。”在采访中，今
年即将毕业的小莫介绍。记者在现场看到，

为防疫需要，入场人员需扫防疫码、测量体
温、正确佩戴口罩，确保安全后方可入场。

据悉，本次招聘会采用“互联网+现场
+人才测评”的模式，主办方聘请了国家一
级人力资源师，并在现场专门为求职人员设
立了职业生涯规划咨询服务台，为大学毕业
生提供就业及职业生涯规划咨询，为刚出校
门的学子在进入工作岗位前提供相关指导。
招聘会参会企业和用工单位共 40 家，提供
就业岗位 100 多个，涉及家居、光电、食
品、医药、五金、建筑、房产、金融、汽
车、商超、贸易、酒店、旅游等多个行业，
进场求职人数 1000 多人次，现场成功签约
登记 300 多人次。

荔浦举办今年首场

大学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毕业生正在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汤世亮 文/摄

“有了这个竹笋烘干加工作坊，我们村
今年的集体经济收入有望再上一个台阶。”
“五一”小长假期间，在临桂区黄沙瑶族乡
翻水村委大楼边的一个厂棚里，村妇女主任
赵玉凤正忙着从烘干机里端出一盒盒烘干的
竹笋，另外三四名村民则在忙着切笋、煮
水、上盘……一派繁忙的景象。

“我们这里烘干的竹笋都是纯天然的，
没有任何添加剂。”赵玉凤随手从箱盒中捧
起一把已烘干的金黄色竹笋笑着说，“原来
的困山竹(笋)，村民除了自己挖来吃，一分
钱也换不了，现在经过烘干加工，总算是变
废为宝了。”

翻水村是临桂区比较偏远的村子，全村
山多地少，加之交通不方便，村民只能靠外
出打工维持生计。据统计，全村 323 户
1146 人， 2015 年精准识别出贫困户 74 户
256 人，贫困发生率 23 . 1% ，是自治区级

“十三五”贫困村。
“我们村资源其实还是蛮丰富

的，就是交通不好，运不出去。”
翻水村支书李宣霖告诉记者，翻水
村有 6 万多亩山岭，竹林面积占了四

分之一，但这其中有一大半没有通路，
运不出来。那些无法运输出来的竹林被当
地人称为“困山竹”。

为了充分利用竹林资源，今年 4
月，在黄沙瑶族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翻水村利用扶贫发展资金，成立竹笋
加工制作作坊，将以前长成“困山竹”的
竹笋进行加工烘干，变废为宝。

“我一天可以挖 2 0 0 来斤竹笋
呢。” 5 月 1 日下午，挑着两麻袋竹笋
前来作坊卖的翻水村村民魏福保高兴地
说。据了解，魏福保家有竹林面积 150
多亩，但有一大半竹林目前没有通公路。
“现在好了，有了这个竹笋烘干加工厂，
我们困山竹笋有了销路。”据他介绍，如
今他挖的竹笋以 1 . 2 元每斤被竹笋加工
合作社收购，经过剥皮、切块、浸泡、煮
熟、榨干、烘干等 8 道工序后，干竹笋
以每斤 60 元的价格出售。“我今年已卖
了 2000 多斤竹笋了，不外出打工也能赚
到钱了。”魏福保布满皱纹的脸上笑开了
花。

村民有了稳定收入来源，翻水村的村
集体经济也迈上了新的台阶。村支书李宣
霖告诉记者，随着国家对贫困村集体经济
的政策和资金帮扶，翻水村近年来通过入
股企业和发展养蜂，村集体经济有了起
色，从原来的不到 5000 元到 2019 年突
破了 5 万元。“如今有了竹笋加工，我
们村的村集体收入有望突破 15 万元，全
村也将在今年实现脱贫摘帽。”李宣霖信
心十足地说。

黄沙瑶乡：变废为宝
“困山竹笋”成了香饽饽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舒家棋)为了维护疫情期间“五
一”黄金周漓江景区旅游秩序稳定有序，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
综合执法支队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同时，多措并举，加强执
法监管，全力保障景区以最美、最安全的环境迎接各地游客。

节前，综合执法支队周密布置，联合相关部门对漓江景区
船只、排筏经营企业的疫情防控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
检查，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排查安全隐患，并提前制定应
急预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假日期间，综合执法支队
全力保障“漓江有您 桂林有礼”大型旅游推广活动，助力景
区全面有序复苏；加强执法检查力度，对漓江市区到阳朔段全
天候全水域安排执法人员进行值班巡查，对旅游、水上交通和
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格管控，联合海事、公安
等部门开展整治“黑导”“黑筏”专项行动，疏堵结合严打景
区“黑导”“黑筏”。

据统计，“五一”假期，综合执法支队登船检查 10 艘次，抽
查排筏 100 张次，劝离和制止江边烧烤人员 100 余人次，确保
了假日期间漓江景区“文明、有序、安全”的游览环境。

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王华君)近日，平乐县大发瑶族
乡在全乡范围内开展危房改造工作。据统计，该乡共有 64 户
危房需要改造，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55 户、三类对象 9 户，
已全部开工，开工率实现 100% 。

大发瑶族乡受地理条件限制，贫困户居住地分散且地处偏
远，加上此前交通不便，全乡危房总数一直偏高。日前，该乡
摸底核实所有需要改造的老旧危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完成
所有危改任务的时间节点，要求全乡危改房在 5 月中旬前实
现竣工。

与此同时，该乡还结合危改户实际情况，因户施策，快速
制定“一户一策”实施方案。由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帮助选
址，准备相关建筑材料，联系好施工队伍。

记者了解到，自正式开工以来，该乡目前已竣工危改房
12 座，其中建档立卡户 9 户、三类人员 3 户。

漓江综合执法支队

保障假日漓江景区秩序

平乐大发：

64 户危房进行改造

实现 100% 开工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李娟)现在是
夏初时节，细菌滋生繁殖活跃，食物容易腐
败变质，不良饮食习惯、食物储存不当等都
容易引发食物中毒。针对近期食品安全风
险，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市民发布夏
季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其中包含食品采购、
居家饮食及外出就餐三大方面的安全预警。

食品采购方面：
市民采购食品时，应选择储藏条件较好、符

合卫生要求的正规商场、超市和市场，要购买感
官正常的食品或原料，观察是否新鲜，是否在保
质期内，包装是否完整无损、有无鼓包等现象。

对于需要冷藏和冷冻的食品，购买时应注意是
否符合相应的贮存条件(一般冷藏温度为 0-
4℃、冷冻温度为-18℃以下)。另外，建议市民
不食、不买、不卖野生蘑菇、蟾蜍等不明动植物，
误食有毒的动植物有可能危及生命安全。

居家饮食方面：
市民居家饮食时，应购买新鲜食品原

料，食材要充分清洗，加热烹制过程要做到
烧熟煮透，烹调好的食物在室温下存放不超
过 2 小时，食用冷藏后的剩饭、剩菜前应
确认食品无腐败变质，并再次彻底加热。

另外，夏季食用海鲜、凉拌菜等要特别

注意安全。因为海鲜中的副溶血性弧菌极
易引发食物中毒，建议市民尽量不吃生的
或者半生不熟的海鲜；凉拌熟肉制品在高
温中容易产生细菌，应尽快食用。处理海
鲜、凉拌肉制品要把菜刀、菜板等加工工
具分开使用于生熟食品，处理完海鲜、肉
制品后用 50% 食醋擦洗双手，食物食材
存放一定要生熟分开。

外出就餐方面：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尚未结束，广

大市民外出就餐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文
明就餐，在就餐场所的选择上，应选择内

外环境整洁且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餐饮单位。还要注意查看餐饮单位内张贴
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公示牌，最好选
择标示“笑脸”或“平脸”的餐馆就餐，
不光顾无证照摊贩。此外，消费后要及时
索要发票或收据，以便维权。

值得提醒的是，市民如就餐后出现呕
吐、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就近就
便到医疗机构进行救治，以免延误病情。
同时停止食用可疑食物，予以保存，保护
好现场，并及时向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报
告，或拨打 12315 进行投诉举报。

我市发布夏季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科学文明就餐，谨防食物中毒

▲ 5 月 4 日下午，武警桂林支队执勤官兵结束假期
巡逻任务，准备从象山景区返程，这名小游客向武警战士
致敬。 记者陈静 通讯员张宸硕 摄

“叔叔，您辛苦了！”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姜南）“快来，我们这里出现
了一条大蛇。” 5 月 4 日傍晚 7 时许，荔浦消防大队接到报
警称荔浦市东昌镇盘龙石场有一条大蛇。

荔浦市荔城消防站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处置。指战员经侦查
后发现有一条一米多长的毒蛇正藏在机电箱里面。根据现场情
况，指挥员先联系石场工作人员进行断电，防止发生意外电伤
事故。随后组织指战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利用捕蛇器、编
织袋等工具进行抓捕，拥有丰富救援经验的指战员看准机会，
用捕蛇器钳住蛇头，然后小心翼翼将其擒拿，装入编织袋中，
成功将蛇控制住。

消防人员介绍，随着气温升高，蛇类出没越发频繁，尤其
是在公园、老旧小区的阴暗角落里。消防队员在此提醒市民，
遇到蛇类莫慌张，远远避开就好，不可盲目自行处理，可请专
业人士上门或报警求助。

气温升高蛇出没

消防捕蛇解民忧

▲村民将榨干的
竹笋倒在桌上等待切
块上盘。

赵玉凤将烘干
的竹笋端出来。

▲魏福保拿着自己刚从山上挖来
剥完皮的竹笋，脸上尽是喜悦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