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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施策帮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从农耕时代开始，牛就为了

人类不断付出：下田耕地干活不
在话下，而且肉能吃、奶能喝，
全身上下都是宝……可以说，牛
也是人类最好的伙伴。

在去年疫情期间，我们却看
到了一些与“牛”有关的谣言，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澄清一下。

1.喝牛尿能预防新冠？
去年，印度民众在首都新德

里组织举办了一场聚会，约有200
个印度民众喝下了牛尿。他们认
为，喝牛尿能够预防新冠肺炎。

当看到这则消息时，确实让
人很震惊。牛尿是动物的排泄
物，印度民众怎么会认为它能够
预防新冠病毒？

其实在部分印度人心目中，
牛尿能解决的可不止新冠肺炎一
个疾病。2019 年，印度卫生部长
乔贝表示：“牛尿很强大，可以用
来制药，治疗糖尿病、癌症等。”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乔贝还拿
前总理德赛举例：“他年过80还非
常精神，就是因为每天饮牛尿。”

牛在印度的地位也很高，这
其实与其文化背景有关。85%以上
印度人认为牛是繁衍后代的象
征，因此，印度人对牛爱护有加。

在中医看来，牛尿确实可以
入 药 。 本 草 记 载 ， 牛 尿 味 苦 、
辛、微温、无毒，主治水肿、腹
胀、脚满，利小便。对因膀胱气
化不利导致的小便不通，有较好
的治疗效果，也有通经活络的疗
效。

虽然牛尿在中医有所记载，
但它绝不是如印度民众认为那样

“包治百病”。可以肯定的是，目
前并没有任何研究表明，喝牛尿
可以抗病毒。想要预防新冠肺
炎，除了接种疫苗以外，最好的
措施就是戴口罩、勤洗手，做好
个人防护措施。
2.钟南山说吃牛肉不会得新冠？

去年年初，一则“钟南山盛
赞吃牛羊肉的蒙古族同胞身体
好：疫情期间赴武汉演出无一人
发烧感染”的新闻不胫而走。消
息中说，钟南山院士表示应向蒙
古族同胞学习，多食天然的奶制
品和绿色牛羊肉，并为蒙古族同
胞强大的基因和免疫力点赞。

2020 年 1 月 20 日，内蒙古赤
峰巴林右旗乌兰牧骑演出队于武
汉演出，所有队员在演出结束回
乡后即被隔离，隔离期结束后，

确实无一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然而，“钟南山盛赞吃牛羊肉

的蒙古族同胞身体好”一事纯属
子虚乌有。谣言传出后，《内蒙古
日报》 针对此事辟过谣。其指
出：2月7日，该报报道了巴林右
旗乌兰牧骑演出队回到家乡的相
关新闻，该报道未提及钟南山院
士。该报表示，官方从未报道钟
南山院士曾经发表过与内蒙古相
关的言论，“在疫情前线奋斗的钟
南山院士，在没有充分科学依据
的情况下定不会作出这样的定
论，这是谣言，请周知”。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临床营养科主任赵泳谊表示，牛
肉的确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组成
比猪肉更接近人体需要，能提高
机体抗病能力，对需要调养的人
来说特别适宜。但是，多吃牛肉
也并不足以证明身体具备对抗病
毒的能力。

3.新冠肺炎病毒来源于牛？
去年国外曾流传一张牛用疫

苗的照片。由于该疫苗被标注用

于防治冠状病毒，因此有网友表
示：这种用于牛的疫苗可预防新
冠肺炎，而且此次人类疫情也可
能是由牛冠状病毒引发。

新冠病毒来源于牛？牛用疫
苗可以给人用？这则消息出了不
久，法新社已经进行了辟谣：用
于动物的冠状病毒疫苗，无法用
于遏制引发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

在疫情早期，人们对新冠肺
炎还不了解，因此只把引起疫情
的病毒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指
的是冠状病毒家族中出现的一种
新病毒。人类确实已经知道冠状
病毒多年，但冠状病毒是一个庞
大的家族，可以感染人和其他不
同物种。然而，引发新冠肺炎疫
情的这种新冠病毒，是从2019年
年底才首次公开报道。

谣言中说的牛冠状病毒，是
一种只感染牛的病毒。用于给牛
注射的疫苗，也无法用于人体。

此外，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
还流传过一张图，附文“染上了
冠状病毒的牛”。上杭县警方侦查
后明确这则消息为谣言。官方通
报，照片中显示出牛的症状为

“牛结节性皮肤病”，该病只感染
牛不感染人，市面上经检疫检验
合格的牛肉及其产品，均可以放心
食用，请广大群众不必恐慌。

本报综合消息

尊敬的自来水用户：

2021年3月1日22:00-3月2日16:00，为配合南川西路地下综合

管廊工程，我公司将实施南川西路DN500、DN400供水管道移位碰

头工程。届时，停水区域：海山路(百韵华居小区)、南川西路（南川西

路客运站以南）沿线用户、南川东路（百德商务宾馆）。

敬请广大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并注意关闭好用水设施。因停水给您

生活带来的不便 ，我们深表歉意，望广大用户给予谅解。如需咨询

相关供水事宜，请拨打供水服务热线8112112，投诉电话8115115。我

们将竭诚为您服务。（遇雨雪天及不利因素，施工将顺延）

西宁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停水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知识问答（之三）
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1.《退役军人保障法》关于退役军人
的移交接收，是如何规范的？

一是明确责任主体。规定退役军
人原所在部队应当将退役军人移交安
置地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接收。二
是完善工作程序。明确退役军人在规
定时间内，持军队出具的退役证明到安
置地报到，并对档案移交、户口登记、社
会保险转移接续等作了规定。三是改
进军地衔接机制。退役军人移交接收
过程中，发生与其服现役有关的问题，
由原所在部队负责处理；发生与其安置
有关的问题，由安置地政府负责处理。

2.《退役军人保障法》在提高退役军

人的安置质量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一是完善安置方式。国家采取退

休、转业、逐月领取退役金、复员、自主
就业、安排工作、供养等方式，对退役军
人予以妥善安置。二是加强安置保
障。转业军官、安排工作的军士和义务
兵，由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
企业接收安置，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
予编制保障。对转业军官，明确由政府
根据其德才条件以及服现役期间的职
务、等级、所作贡献、专长等和工作需要
安排工作岗位，确定相应的职务职级。
三是树立鲜明的安置导向。对有参战
经历等情形的退役军人予以优先安置。

据央视网近日消息，目前，我
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有 2.5 亿人，
有 1.4 亿老年人在网络上呈沉默
状态。另据北京青年报此前消
息，我国将在2022年后迎来第二
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预计老年
人年均增长1100万。

随着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及智
能技术广泛应用，老年人在信息
技术方面的“数字鸿沟”也越来
越大。

工信部此前印发了《关于切
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
务的通知》，为老年人开展互联
网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
动、切实保障老年人安全使用智
能化产品和服务等四方面工作，
让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期，全国多地多部门发通
知规定既保留传统方式，又开
辟、优化智能新方式，切实帮助
老年人群体跨越“数字鸿沟”。

为老人开辟绿色通道为老人开辟绿色通道，，解决解决
手机展示手机展示““健康码健康码””难题难题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就医
需持手机展示“健康码”，这让
许多不会操作的老年人犯了难。
就此，多地发文要求为老人开辟
绿色通道，优化新智能方式，解
决这一难题。

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
月 9 日印发 《青海省切实解决老
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兜底保
障方案》 和 《青海省切实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行动
方案（2021—2022 年）》规定，要
健 全 完 善 老 年 人 “ 信 用 健 康
码”通行服务，除特殊场所，
一般不查验“信康码”，如需查
验，通过代领代办、条码腕带
等 便 利 化 技 术 手 段 ， 简 化 流
程，或推动实现“信康码”与
身 份 证 、 社 保 卡 绑 定 ， 实 现

“刷卡”直接通行。
前述方案还要求，确保智能

设备配有人工值守，有专人辅助
老年患者使用智能化设备；完善
青海医保APP服务功能，方便老
年人网上查询个人参保等信息；
保留传统人工服务方式，以解决
老年人不会应用智能设备等问
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生院要积极开展远程会诊，为老
年人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等。

甘肃省卫健委 2 月 4 日曾发
通知要求，要保障老年人挂号等
就 医 服 务 。 各 医 疗 机 构 实 行
12320 电话、微信公众号、健康
甘肃APP、自助机、现场窗口等
多种预约挂号方式。完善健康甘
肃APP功能，支持家人、亲友通

过智能手机代老年人预约挂号。
各医疗机构结合自身实际，保留
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设置人工
服务窗口，建立绿色通道，方便
老年人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报
告。配备导医人员、志愿者、社
会工作者为老年人提供协助使用
自助机等就医指导服务。

加大拒收现金加大拒收现金、、拒绝银行卡拒绝银行卡
支付等行为整治力度支付等行为整治力度

多地多部门还出台了老年人
日常出行和生活消费等方面的针
对性措施。

在出行方面，青海省前述方
案要求，汽车客运站、高速公路
服务区等在推广网上售票和移动
支付的同时，继续保留线下售票
窗口或配备自助终端，支持现金
支付和凭证打印；鼓励巡游出租
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组建“爱心
车队”“雷锋车队”，对有固定用
车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保障服务；
指导鼓励网约车平台公司优化约
车软件，切实降低老年人使用网
约车的操作难度等。

前述方案还显示，在日常
消费方面，银行、保险、证券
机构等场所开通绿色通道和爱
心窗口，提供优先办理服务，
引导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使用自
助设备。同时，要加大拒收现
金、拒绝银行卡支付等行为整
治工作力度。网络消费方面，
打造大字版、语音版、民族语
言版、简洁版等适老手机银行
APP，便利老年人进行网上购
物、订餐、缴费等。

山西省阳泉市交通运输局为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进一步推动乘车卡升级融合，要
求全市各公交企业要不断加大技
术投入，推动一卡通、社保卡、
身份证等乘车卡的升级和融合，
真正方便老年人乘车出行。

太原市也对老年人的出行
和 消 费 都 作 了 规 定 。 出 行 方
面，要求疫情低风险地区的机
场、铁路车站等特殊场所，设
立老年人“无健康码”绿色通
道，配备工作人员、志愿者等
人员，帮助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的老年人操作。铁路、公路等
公共交通在推行移动支付、电
子客票、扫码乘车的同时，保
留 使 用 现 金 、 纸 质 票 据 、 凭
证、证件等乘车方式。消费方
面，在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
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
式，比如，零售、餐饮、公园
等老人高频消费场所，都要支
持现金和银行卡支付。

开设老年人课堂开设老年人课堂，，教授智能教授智能
技术技术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针
对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智
能化应用的困难，多地鼓励开设
老年人课堂，教授老年人使用智
能终端设备，从根本上解决“数
字鸿沟”问题。

前述四川日报消息显示，该
省民政厅副厅长邓为在 2 月 9 日
举办的公共服务适老化改造提升
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省 3
级老年大学针对性地开设了热门
软件使用、手机与生活等信息技
术课程，未来两年，该省民政厅
计划在全省街道和有条件的乡镇
至少建设 1 个社区养老综合体，
以此为枢纽，试点建设智慧养老
社区，将其打造成为社区老年教
育学习点。

此外，浙江嘉兴、江苏南
京、福建晋江等多地均已开展
类似“智能课堂”手机学习活
动，为老人们介绍网页浏览、
相机使用、微信账号注册、好
友添加等功能，手把手教老人
操作智能手机。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