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法治新闻
审稿：宁 煜 责编：邓 娴 版式：邓 娴 总检：尹一冰 2023年11月2日 星期四

以案说法

10月26日，绥宁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走进长铺第一小学开展交
通安全暨法治教育进校园宣传活
动。图为民警给学生讲解正确选
择 、佩 戴 安 全 头 盔 等 安 全 知
识。

孙芳华 杨继军 摄影报道

“最担心父母在家里被骗。现在在
农村，不时会有骗子针对‘空巢老人’行
骗！”10月30日，在云南昆明做生意的邵
阳县郦家坪镇城天堂村村民李先生担心
地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针对农村老人行
骗的例子不胜枚举。村、乡两级工作人员
对留守在农村的“银发族”经常进行宣传教
育，引导他们提高警惕，保持戒备，不要轻
易被骗，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目前，都有哪些常见的养老诈骗骗
局？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这里汇总了9
类常见的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骗局。

“投资理财”骗局。不法分子以高回
报、低风险为诱饵，诱骗老年人加入虚假
投资平台，并假冒“导师”诱导其进行投
资。以小额返利让老年人初尝甜头，然
后“放长线钓大鱼”，不断诱导其加大投
资金额，最终无法提现。

“以房养老”骗局。不法分子以“以
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
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
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公司跑路，将
面临高额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

将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
“代办社保”骗局。不法分子谎称认

识社保局等部门工作人员，或冒充银行、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谎称可以代为补缴

“社保”、代办“养老保险”等，在收取相关
费用后，携款跑路。

“文玩收藏”骗局。不法分子以帮助
老年人拍卖其收藏品为诱饵，虚构高价，
诱骗老年人委托代为拍卖，收取高额“服
务费”；或者是将一些工艺品冒充为高档
收藏品，虚假承诺短期内会有较大增值
空间，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

“养生保健”骗局。不法分子以免费
体检、领取奖品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参加

“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活动，以“祖传
秘方”等为噱头，虚构或夸大产品功效，
诱骗老年人购买“保健品”。

提供“养老服务”骗局。不法分子以
预售养老床位、虚构养老服务项目等名
义，通过承诺高息回报、享受床位优先居
住权、入住打折、缴纳会费等，诱骗老年
人大额预存消费投资，诈骗老年人钱财。

投资“养老项目”骗局。不法分子通
过鼓动老年人投资养老保险项目、投资

开办养老院、购买养老公寓、入股养生基
地、售后定期返利、高额分红等方式，诱
骗老年人钱财。

“黄昏恋”骗局。“黄昏恋”骗局是“婚
恋、交友类诈骗”的一种，不法分子利用
单身老人情感缺失、生活孤独的特点，通
过网络或短信交友发展为“恋爱关系”，
再编造各种理由索要钱财。

“低价旅游”骗局。不法分子以“低
价游”“免费游”为噱头，通过强制、诱导、
捆绑销售等手段，诱导老年人购买保健
品、奢侈品，或是诱骗老年人投资理财产
品，或是吸引其注册会员、预交费用等。

公安机关提醒，老年朋友要主动增
强防骗意识。一要看养老服务、养老项
目或者是投资是否由具有正规资质的机
构提供；二要抵制高利益诱惑；三要拒绝
听信所谓的“熟人”“能省钱”等谎言；四
要端正保健理念；五要保持家人之间多
沟通商量。

守护“银发族” 护好“钱袋子”
——常见的9类养老诈骗骗局揭秘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邓琢玲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
杨威 通讯员 许冰颖） 10
月 25 日，双清区人民检察院
负责人深入邵阳市联泰水质
净化有限公司进行走访调研，
关注企业现状、回应企业诉
求，提供法治服务。

“你们是水环境的保护
者，是治污的有力屏障，工作
不可谓不重要，有困难、有情
况，一定要提。”该院负责人说
道。双方就企业发展的难点
堵点问题进行交流，尤其是企
业在生产经营、法律维权方面
的问题和忧虑，积极为企业出
谋划策，不断提高企业规范经
营、健康发展的能力。随后，
该院负责人听取了企业关于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为找准检察机关服务于企的
切入点和着力点，增强企业
运用法律自我保护的意识，

该院紧贴企业司法需求，精
准对接服务措施。一方面，
该院就涉法涉诉风险防控、
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潜在的
问题及具体案例进行交流探
讨，引导企业增强法律意识、
合法合规经营；另一方面，该
院促进企业以法治思维赋能
员工管理、财务管理，推动企
业健康发展。

在服务民营企业、优化营
商环境方面，该院将持续把握
三个“度”开展工作，加强联系
深度，开展走访调研、送法入
企活动，建立常态化联络机
制、与工商联联席会议制度；
加大打击力度，坚持严格司
法，持续能动履职，依法惩治
破坏市场秩序、侵害民营企业
合法权益等涉企犯罪行为；拓
宽服务广度，紧抓支持与监督
两个要点，延伸服务触角，为
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风清
气正的法治环境。

发挥检察职能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王好运） 为同
村好友修建房屋过程中摔伤，
双方协商不成对簿公堂，法官
如何处断？近日，邵东市人民
法院成功调解一起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有效维护了
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2022年6月，禹某伟雇请
同村禹某华等人为其修建房
屋。在此过程中，禹某华不慎
从三楼摔至二楼地板受伤。
经邵东市人民医院诊断，构成
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并尺
骨茎突撕脱性骨折，右腕部软
组织挫伤。住院治疗 31 天
后，鉴定为十级伤残。禹某华
受伤后，被告禹某伟垫付了其
住院费 9418 元，但对其他损
失未予赔偿。此前，禹某伟在
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建筑工程
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保险。禹
某华要求禹某伟、某保险公司
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
元，双方就赔偿问题未达成一
致意见，酿成诉讼。

“禹某华是帮人家扎钢筋
打下手，才从架子上摔下来，
跟我没什么关系。何况我第
一时间送他去医院，还垫付了
医疗费。”庭审中，禹某伟说起
此事仍然很郁闷。

“架子是你搭的，你没有

搭好我才摔倒，你难道不应该
承担全部责任？现在我的手
被评定为十级伤残，以后做事
都不利索了。”禹某华亦面红
耳赤地争辩。

“我们同意依法按照保险
条款赔付……”保险公司的代
表态度诚恳。

就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
原被告争执不下。

在耐心听完双方的陈述
后，承办法官迅速捕捉到双方
当事人多年感情的调解切入
点，动之以情地劝说：“你们是
几十年的老朋友，实为难得。
将心比心，他帮你做工，靠一
双手吃饭，现在却落下了残
疾，哪个心里都不好受。来法
院打官司，肯定也是想把事情
处理好，俗话说远亲不如近
邻，不如双方各退一步……”

承办法官耐心劝导，分析
双方存在的过错和应该承担
的责任，并从情理角度唤起双
方往日情谊，“换位思考”理解
难处。经过一小时“拉话式”
调解，双方最终解开矛盾心
结，互谅互让，达成调解协议，
由保险公司赔付 3.7 万余元，
禹某伟赔付5.5万元。

提供劳务受伤害 法院调解化纠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
杨威 通讯员 莫晓文 陈
卫胜） 10月26日至10月27
日，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政治轮
训暨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培训
班在市委党校开班。

此次培训，以学习党的创
新理论为主线，紧贴司法行政
工作实际，加强基层党建、全
面依法治市工作学习指导。
省委依法治省办秘书处处长
周桥从“为什么要提升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内涵
和要求”“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的内涵和要求”三个方面，

深入阐释了推进新时代全面
依法治市的新判断、新要求，
并结合典型案例深刻剖析了
违纪违法行为背后的原因，为
参训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法
治课。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将以
此次培训为契机，持续在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上
下真功、见实效。着力提高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
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
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切
实把学习成效更好转化为推
进全面依法治市、建设法治邵
阳的生动实践。

以学促干 以干践学
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政治轮训暨全面依法治市工作

培训班开班

(上接1版）
邵阳市制造业数字化浪潮涌动！1500

余家有数字化转型需求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每家都有1名联企干部、1名信息化
方面的技术人员到企到点提供转型服务，
已完成全市770家中小微企业“上平台”，
新增省级智能制造企业 56 家、省级智能
制造生产线（车间）167个、省级智能制造
工位1125个。

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成了“香饽饽”

10 月 30 日，新邵县鸿远金属加工有
限公司，一排排铝棒被整齐码放在地上。
作为一家以收购加工废易拉罐、废铝制品
的企业，年回收各类废铝件 7 万吨，年出
产再生铝棒5万吨，目前生产加工线全天
满负荷运转。

鸿远金属负责人安枭告诉记者，公司
以天然气为燃料，配置了高效节能和超低
排放的装备，充分利用炉内烟气余热，对
预热烟气进行了二次燃烧。对比常规炉
型，节能18%至25%，大大减少了粉尘和二
噁英的排放。

邵阳市高度重视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将循环经济产业链列入全市九大重点产
业链，出台系列政策，优先保障产业链企
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要素需求，培育低消
耗、低污染、高效益的绿色企业。目前邵阳
市形成以新邵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和邵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心的循环经济产
业集群，共有规模工业企业 135 家，主要
分布在建材、有色、轻工三大行业。

在湖南启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员工按下生产线操控按钮，废旧橡
胶轮胎“排队”随着输送线流入进料口。随
着无色无味的生产过程，不一会儿就生产
出均匀的颗粒胶粉，胶粉通过热分解产出
裂解油和炭黑等可循环利用材料。

“我们使用的是国内外首创的整套废
旧轮胎连续化裂解技术与装备，裂解过程
无废水、废气、废渣产生，实现对废旧轮胎
的 100%利用。”公司副总经理张鹏介绍，
这套设备与技术是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依靠领先行业的先进技术，是邵阳市
推动循环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杀手
锏”。邵阳市积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各园区建成承接产
业转移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资源循环综合
利用中心、循环经济企业科研平台；财政
给予一定奖补，支持企业引进一批适用的
先进成熟工艺技术，与高校、科研机构合
作，搭建自主研发中心，推动循环经济产
业创新升级。

截至目前，邵阳市共创建4家省级绿
色园区、7家省级绿色工厂、6个国家级绿
色设计产品，1个省级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示范基地、2个示范项目、3家示范企
业。其中，邵阳市国家级绿色设计产品数
量居全省第六、二类地区第一。今年 1 月
至 9 月全市循环经济产业链规模工业总
产值159.95亿元，产值过亿元企业49家。

面向未来，邵商二代加速崛起
令人瞩目

民营企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邵
商二代正加速崛起，其新思维和新的经营
模式，为民营经济带来了新的气象。

湖南五阳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李学军
农民出身，却敢闯敢拼，从家庭作坊做起，
把企业做到了塑胶制品行业“龙头”企业
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塑胶产品
涵盖600多个种类，年产量3000 多万件。
2019年，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找到李
学军，提出为该公司搭建注塑机物联网平
台，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李学军算了笔账，要使用注塑机物联
网平台，需要安装智能电表、网关、数据采
集器等设备，投入需10万元。

“我办厂近30年，大数据能有我管得
好？”李学军断然拒绝。

可李学军的儿子李绵新却看到了智能
制造发展的大趋势，认为这正是公司转型升
级的好机会，极力说服父亲试试看。父子俩
几番拉锯，最终李学军听从了儿子的建议。

物联网平台上马后，通过平台精细管
理，五阳塑胶工厂的用电有效比从68%提
升至85%，一年生产下来，节省电量100万

千瓦时，生产效率提高了20%。如今，李学
军的思想有了180度大转变，新投入使用
的厂区全部使用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

2015 年，在外经商已 30 年的樊中成
带着儿子樊祺回到故乡邵东探亲。当时，
樊祺刚从英国留学归来，在国内知名的互
联网公司负责项目管理，对父亲所从事的
服装行业非常陌生。

樊中成回忆，经过和儿子数夜的促膝
长谈，父子俩第一次平起平坐地谈得那么

“畅快”。樊祺爽快地接受了“平地起高楼”
的回乡创业挑战，立志要在家乡干出一番
成就。2016年，樊中成送儿回乡，樊祺开启
了单枪匹马回乡创业的新征程，同年创立
湖南圣菲达服饰有限公司，26岁的樊祺任
总经理，开始“小试牛刀”。

发展至今，圣菲达每年保持着25%以
上的增长，2021年，公司成功获得湖南省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及“上云上平
台”标杆企业称号，计划2024年扩建3万
平方米新厂房。樊祺告诉记者，关键得益
于现代企业管理系统的导入，如订单和生
产管理系统，改变服装行业依靠经验生产
与管理的传统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效率。

邵阳东盟科技产业园董事长刘纯鹰，同
时还兼任着泰国湖南商会的会长，中、泰两国
奔波是工作常态。为历练年轻人，他选择了分
头培养的模式，把儿子放在邵阳市东盟科技
产业园，女婿负责邵东电子信息产业园，2000
年出生的女儿则在河北负责项目。“这是属于
新一代邵商人的征程。”刘纯鹰说，要让他们
接好班，必须让他们在市场中去摔打。

“民营企业要基业长青，关键是要有
高素质的青年企业家群体。”邵阳市工商
联负责人介绍，50后、60后都到了退休交
班的年龄，企业的担子靠下一代挑起来。邵
阳市高度重视青年民营企业家成长，成立
了青年企业家商会，正开展“加强青年企业
家思想政治引领”课题研究，计划联合市委
党校开办教育培训班，每季度举办“同心大
讲堂”；正筹备建立“邵阳市青年企业家数
据库”，制订五年培训计划；拟选派青年企
业家到基层、学校挂职交流，提升综合素
质。（据2023年10月31日《湖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