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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微信、支付宝‘百
万保障’均为自动开启的安全设置，完全免费
且不会影响个人征信。只要接到陌生来电，无
论以何种理由，引导关闭微信支付宝‘百万保
障’设置的就是诈骗！”近期，“百万保障”诈骗
高发，市公安局城西分局连续接到多起该类案
件，并公布4起具体案例，提醒市民提高警惕。

案例一：2023年10月16日，市公安局城
西分局兴海路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居民李
女士接到陌生电话，冒充“百万保障客服人
员”，问当事人是否需要续保，若不续保，就
会自动扣费。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李女士
下载云服务共享手机屏幕，被骗62020元。
案例二：2023年10月16日，市公安局城西分
局文博路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居民罗女士
接到陌生电话称“百万保障”到期，不取消就
会扣费。随后，在陌生人的诱导下，罗女士

安装名为“云视讯”的APP，按照陌生人指导
操作，并提供银行卡短信验证码，被骗33000
元。案例三：2023年10月15日，市公安局
城西分局虎台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居民李
女士接到诈骗电话，对方以“百万保障”退费
为由，骗取被害人162255元。案例四：2023
年10月15日，市公安局城西分局胜利路派
出所接到报警，辖区居民张女士被自称是

“某保险公司客服人员”的陌生人以“百万保
障”为由，套取银行卡密码后，被骗46万元。

据悉，“百万保障”是指微信支付账户、
支付宝账户因被他人盗用而导致资金损失，
按损失金额承诺不限次赔付，每年累计赔付
金额最高100万元的安全保障。当用户注
册使用微信支付、支付宝时，将自动免费开
启“百万保障”，此保障为APP自带安全设
置，完全免费，不会“到期”或者“过期”，不会

要求“缴费续保”，更不会影响征信。
而“百万保障”骗局套路是骗子通过非法

渠道获取受害者信息并致电，谎称自己是“百
万保障”保险业务客服，以受害人购买商品时
点击了“百万保障”需要取消，或者已到期需要
续保等为由，引导其点开“百万保障”页面。谎
称受害人已经开通“百万保障”服务，每月要扣
费数百至数千元，引发受害人恐慌。诱导下载
录屏软件，骗子告诉受害人，可以将微信、支付
宝绑定的银行卡中的存款转出，避免微信、支
付宝扣款，同时引导受害人添加QQ号、QQ
群等聊天载体，或者引导下载云视听、全视通
等具有视频会议、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开启
屏幕共享，转走钱款，利用受害人下载的录屏
软件，诱骗受害人将钱款转至“安全账户”，或
通过“屏幕共享”窃取受害人银行卡号、短信验
证码等信息，将受害人卡中资金转走。

本报讯（记者 晴空）10月17日，国家农
业农村部公示第三批拟命名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市）名单，我省西宁市湟源县上榜。
近年来，湟源县按照市委对湟源县创建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点示范县的定位，借
力工业园区提档升级，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加工产业向规模化、聚集化方向发展。

充分发挥通往青海牧区的“大通道”，
农牧业发展的“桥头堡”和“中转站”的区位
优势，农牧耦合和农牧业发展的资源禀赋，
讲好湟源“日月山下”“茶马互市”系列故
事，成功打造大华镇饲草产业强镇、日月乡
牦牛产业强镇、牦牛藏羊产业集群、茶马互

市活畜交易中心，重现历史上“茶马互市”
贸易交易中心的繁华景象。

进一步推进青藏高原优质农畜产品标准
生产、精深加工、系列开发产业链条延伸，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农畜产品附加值，有效
增加农牧民收入；进一步推进生产要素重组，
资源配置优化，促进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发
展，壮大牦牛、藏羊等优势产业集群及湟源县
域经济；进一步推进西宁及青海牧区农牧业资
源优势转化，推动优质特色产业发展及品牌价
值实现，增强农畜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推
进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证登记，激发经营主体生产提质增效活力，助

推青海优质农畜产品打入高端市场。
依托全国首家工信部入网的牦牛藏羊

全产业链互联网服务平台，深化“互联网+”
大华工业园区电子商务区域化链条试点，打
造了高效快捷的物流输出体系，建设完成

“茶马互市”活畜数字化交易平台，年交易牛
30万头，羊40万只；支持快递企业和电子商
务企业参与仓配一体化建设，发挥区域优势
和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主渠道的作用，发展
订单农业。2020年，青海首张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在湟源县开具，这标志着湟源县走在了
落实农产品生产者主体责任工作的前沿，正
式进入食用农产品“带证上市”的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晴空）湟源县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聚焦创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点示范
县”，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通过精准打通

“三公里”，做优做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加工产
业，持续擦亮“源”字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金
名片”，助推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紧扣“立足湟源实际，站位全省，外联全国，输
出全球”的输出定位，持续完善产品“三品一标”发
展体系，深入推进优良品种培育、农畜产品品质提
升、特色优势品牌打造、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产
业园区建设、质量安全监管等六大工程建设，全方
位、全过程、全系统推进品牌建设。争取省级支农
资金342万元，建设小麦5000亩、蚕豆1500亩、小
油菜3000亩、马铃薯3000亩等主要优势作物原良
种繁育及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7万亩，打造蔬
菜、马铃薯、饲草、蚕豆等种植示范基地，建成青蒜
苗、胡萝卜、甘蓝、油菜、马铃薯8个百亩示范田、5
个千亩攻关田和1个万亩创建田，136家畜禽标准
化养殖场，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完善行政监管体系，建立以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中心、乡镇检测站为支撑、村级网络
监管员为基础的县、乡、村三级农产品质量监
管网络，将全县136家养殖主体、3家屠宰畜禽
企业、102家蔬菜种植户、39家农兽药生产经营
门店、42家生鲜乳销售户等生产经营主体列入
监管名录，实行动态监管。开展“治违禁、控药
残、促提升”三年行动，健全检验检测体系。

组织开展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系列征集评选活动，提升“河湟田源”“西湟日
月山”等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知名度。今
年，日月乡青蒜苗基地入选全国第二批种植业

“三品一标”基地名单。紧密联系上级部门搭
建桥梁，组织青海文友食品有限公司、青海德
乐源食品有限公司等特色企业，前往宁波、无
锡等地参加“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产品博览
会，集中展示特色牦牛肉、青稞酒、湟源陈醋等

“青”字号绿色有机产品，现场累计销售额达近
1.2万元，并与云南、四川等地6家企业正式签
约，订单量达7000余件，有力宣传推介青海湟
源产业发展成果及特色品牌建设成果，全力塑
造湟源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近年来，大通县以就
业惠民、技能强民、服务便民、增收富民、和谐安
民为抓手，以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为重点，立
足就业保障职能，强化公共就业服务，拓展就业
空间，多措并举促进全县高质量充分就业。

据了解，该县充分利用就业创业信息发布
平台、“春风行动”东西部精准帮扶招聘会、“直
播带岗”等就业援助服务平台，开展各类就业
专项服务活动11场次，青海宜化等省内240家
大中型企业、48家东西部劳务协作企业参与招
聘，提供用工岗位8865个。完成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13.96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7.2亿元。
通过“大通生态旅游”“朔山挖掘”“靓嫂农家
乐”等劳务品牌辐射带动1.8万余人。

同时，推行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网格化”
管理，精准掌握重点企业的用工计划、招工进
度、缺工工种信息，利用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及
时发布岗位信息。通过开展雨露计划毕业生
摸底调查，精准掌握雨露计划毕业生就业状况
等信息，对未就业人员提供就业指导、岗位推
荐等服务。对全县登记失业的低保家庭、残疾
人等就业困难且无法外出务工的城乡劳动力
进行公益性岗位过渡性托底安置。今年，该县
县级554个公益性岗位累计拨付岗位补贴及社
保补贴1024.13万元。

此外，为全县各类创业群体搭建了创业培
训平台，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力度。依托大
通县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所、资金、担保，为大
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便利条件。积极落实就业
创业扶持政策，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20万元，落
实公益性岗位补贴3433人次784.16万元、社保
补贴2312人次239.97万元。

西宁公安提醒警惕“百万保障”骗局

湟源上榜！第三批拟命名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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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源”字号农畜产品“金名片”

金秋十月，五彩秋色印染山川大地。走进
大通县娘娘山风景区，山间云雾缭绕，绿色为
主的山峰上，一簇簇金黄色的秋叶点缀其间，
远处的山峰上白雪皑皑，与山下成片的黄色针
叶林远近呼应，让这里的秋景格外令人陶醉。

位于娘娘山下的桥头镇上庙村，不仅
凭借其地域优势，拥有宜人的风景和溪水
潺潺，更以其致力于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
振兴的深度融合，刻画出了一副景好、人
富、村美的美丽乡村彩色新画卷。

彩绘扮靓乡村美景
从大通县城驱车向上庙村行进，快要到

村口时，会突然让人眼前一亮——村道分界
线一改往日单一的黄色，由红、黄、蓝三种颜
色组成，村民们将其称为“彩虹路”。沿着

“彩虹”走进村子，一户户屋舍应接不暇，一
座座篱笆栏里的菊花、向日葵开得正艳。

更令记者惊喜的是，“彩虹路”两侧的屋
舍墙壁，满是鲜艳靓丽的彩绘。雪山、飞鸟、
蓝天、绿树、水清……都被定格在墙壁上，扮
靓了乡村美景，展现了别样的“乡村浪漫”。

据悉，这些墙体彩绘主要围绕生态优
先的发展理念和水资源保护等文明标语为
主题，共有300余组。这些彩绘通过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成为提高群众生态环保意
识的“天然课堂”。

“过去，咱们村的主干道还是土路、泥
路，路两旁的村户建设不一，每户大门前也
是乱七八糟，村容村貌十分杂乱。如今，家
家户户统一换了大门，沿路住户墙体统一
粉饰，并做了不同内容的彩绘，装点了群众
生活。现在外乡人来我们村，都会夸我们
村‘真美’！”上庙村党支部书记苏全说。

据悉，今年西宁市组织实施86个美丽

乡村、2个美丽城镇、7200户居住条件改善
工程。上庙村的建设成果，正是西宁美丽
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也再现了美丽乡村
建设下的农业农村新面貌。

村庄变美致富劲更足
上庙村的尽头是大通娘娘山风景区和

明长城遗址，无论在哪个季节都吸引着众
多省内外游客到此打卡。随着美丽乡村建
设步伐不断加快及文旅融合深入推进，上
庙村趁着这股“东风”改变了旧貌。

在上庙村，几乎看不到生活垃圾。除
了随处可见的分类垃圾箱外，村里落地的
垃圾中转站起到了大作用。“过去我们的生
活垃圾都是自家处理，现在有了集中中转
站，大家自觉投递垃圾。你看，走在村里几
乎看不到垃圾。”村民陈兰自豪地说。

除了越来越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外，
上庙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的便捷服务也
越来越多。

村委会旁的老年之家食堂，可让村里

60岁以上老人享受补贴用餐；今年建成的
上庙村游客服务中心，为将来完善周边旅
游配套设施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让村民
享受高品质生活，村里还打造了 5 个生活
小广场和1个村庄公园，配有木凳、廊亭等
设施，种植了丰富的观赏花卉，每到傍晚农
闲时，小广场上都会响起欢快的音乐……

村庄越来越美，村民生活越来越便捷，
大家致富的劲儿也越来越足。记者采访时，
村民张元花正在大场里晒蚕豆，她高兴地告
诉记者：“今年是个丰收年！合作社承包的
300多亩洋芋和小麦、蚕豆、油菜籽等大获丰
收。虽然忙忙碌碌没有停歇，但是一家人干
劲十足，对未来生活更是充满向往。”

经过一年的辛苦劳作，村子里处处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收菜籽商贩的吆喝声此
起彼伏，运输洋芋的小货车来回穿梭，家家
门前整理着秋收的尾货……虽然大家满身
泥土，但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记者 张国静 摄影报道）

在上庙村邂逅美丽乡村浪漫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进一步提高青
少年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培养激发青少年的法治思维。近日，城北
区小桥大街街道小桥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
走进城北区人民法院参观，“沉浸式”进法
庭，“零距离”接受法治教育和熏陶。

学生们在法官的带领下参观了诉讼服
务中心、法治文化墙、审判法庭等场所，仔
细聆听法官的讲解介绍。在法官的引导和

解说下，大家了解了法院司法为民的各项
服务措施和诉讼流程。通过现场观摩庄严
的法徽，穿上庄重的法袍，敲响沉甸甸的法
槌，学生们“零距离”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
神圣。结合现场讲解，既增强了大家对法
院及法律的认知，也让学生们从内心深处
树立起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此外，法官还为学生们开展了法治知
识小课堂，围绕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结合真

实具体案例，不仅向学生们普及了如何维
护自身权益，还向他们传递了学法用法、依
法维权的法治意识与理念。活动结束后，
学生们纷纷表示，不仅从此次活动感受到
了法律的庄严肃穆，还增强了依法保护自
己、处理问题的法治意识。

下一步，城北区将以多种形式，常态化开
展青少年普法活动，让法治的种子在青少年
心中生根发芽，持续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沉浸式”法治教育激发青少年学法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