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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结果反馈
本周问题反映

进行相应搜索后，记者下载了
一个名为“每日红包短视频”的
APP，里面有各种账号发布赚钱任
务。在这里，相当于进了一道

“门”，按照提示，还需要安装另外
一个APP，此为二道“门”，至此才可
以领任务赚钱。记者发现，整个注
册过程中有许多条条框框，赚钱属
实不易，但泄露个人信息很简单。

是谁在赚钱类 APP 上发布有
关信息？付费 APP 的目的是什
么？赏金由谁来支付？

记者了解到，此类“赚钱任务”
其实就是互联网商业广告的变
种。我市一家网络科技公司的赵
春介绍，不少平台的APP选择雇佣

“真人”，通过完成所谓任务的方

式，让庞大的“虚假用户群”每日在
特定APP上浏览一定时长，说白了
就是雇人“制造”热闹。赵春介绍，
在这条网上广告产业链上，受损失
的是花钱的广告主，因为他的广告
其实无法投放到有效目标人群。
至于帮助“制造”热闹的老年人，他
们是最廉价的劳动力，真正受益者
是不规范的网络平台和APP。

赵春提示，在完成相关任务
时，用户要输入姓名、电话，甚至开
启定位，其实已泄露了个人隐
私。所以，尽量不要下载和使用
此类 APP。另外，也不应该成为
不诚信互联网活动的“帮凶”，避
免自己陷入各种潜在的安全风险
和法律风险。 记者 申波

1 11月28日市民反映，杏花
岭区金世纪家园物业未上班，居
民无法交电费。

2 11月28日市民反映，迎泽
大街与新开路交叉口拆除围挡后，
路面有铁钉未清理，影响通行。

3 11月28日市民反映，府西
街与新建路交叉口广发银行府
西街支行高音喇叭扰民。

4 11月29日市民反映，万柏
林 区 南 寒 圣 都 小 区 7 号 楼 3 单
元垃圾无人清理。

5 11月29日市民反映，迎泽
大街与劲松路交叉口有路面结
冰存在隐患。

6 11月30日市民反映，小店

区 坞 城 西 路 与 针 织 街 交 叉 口
东 北 角 有 商 贩 占 道 经 营 影 响
交通。

7 11月30日市民反映，迎泽
区兴隆街 11 号庙前小区 19 号楼
居民家里有燃气泄漏的气味。

8 11月30日市民反映，小店
区水工大厦东侧 30 米“自己家
餐馆”高音喇叭噪音扰民。

9 11月30日市民反映，万柏
林区新城吾悦首府安和苑小区
停暖。

1012月 1日市民反映，坞城
南路与龙城大街交叉口下穿通
道由南向北方向雨水箅子缺失，
存在隐患。 郭晓华 整理

1 11月21日市民反映尖草坪区三千渡
小区垃圾得不到及时清理。尖草坪区政府回
复，物业已沟通垃圾分类公司及时清运。

2 11月22日市民反映迎泽区鼓楼街停
车场附近有人焚烧树叶。迎泽区政府回复，
柳巷街道工作人员已告知停车场工作人员，
停止焚烧并进行清扫。

3 11月22日市民反映杏花岭区铁路迎
春小区B区1号楼13单元地下室有积水。杏
花岭区政府回复，物业已处理地下室积水。

4 11月 22日市民反映迎泽区上官巷6
号院有两个公厕卫生环境差。迎泽区政府回
复，公厕负责人已安排工人清扫。

5 11月22日市民反映迎泽区土畜产宿
舍居民生活物资不足。迎泽区政府回复，已
安排居民购买生活物资。

6 11月23日市民反映小店区嘉节游园
有水管破裂。小店区政府回复，已派人维修
水管。

7 11月23日市民反映小店区庆云街与
唐槐路交叉口西南角有工地施工扰民。小店
区政府回复，已督促社区协调降低施工声音。

8 11月23日市民反映迎泽区五龙口危
改小区停暖。市城乡管理局回复，小区暖气
不热是受庭院管网跑水影响，现已恢复正常。

9 11 月 23 日市民反映尖草坪区太钢
103小区停水影响居民生活。市城乡管理局
回复，水厂电源临时故障导致停水，经抢修已
恢复供水。

1011月 24日市民反映杏花岭区解放路
223号银河苑小区暖气不热。市城乡管理局
回复，已通知站长核实处理，适时调节温度。

将芹菜叶子充分利用、按家
庭人数定量做饭、把剩余食材巧
妙搭配……疫情之下，生活物资
采买不及平日方便，宅家期间，
不少市民对节约理念有了更切
身的体会，尤其在吃的方面感
触更深，将食物的作用发挥到
最大化。

“以前吃芹菜总会把叶子扔
掉，最近尝试着把择下来的叶子
做成凉菜，味道不错。”临时静默
管理在家的日子，市民郑女士开
始学着“精打细算”，合理安排食
材。她告诉记者，原先她家买回
来芹菜吃时只留下杆，因为择下
来的叶子量很少，如果单做成一
个菜感觉不值当，所以会全部扔
掉。疫情之下，物资采买有限，
会想尽一切办法节约，于是，试
着将芹菜叶拌成一道开胃菜，效
果还不错，得到家人一致认可。
后来，她还发现用芹菜叶做成拨
烂子，别有一番风味。

吃多少做多少，从源头上减
少浪费，是不少家庭厉行节约的
真实写照，尤其在疫情之下，将
这一做法发挥到极致是更多家
庭的选择。市民张女士一家三
口平时一起吃饭的次数较少，
所以，对每顿饭量的把控没那

么精准，有时会倒掉一些隔夜
饭。最近半个月，一日三餐，顿
顿在家，张女士也摸出了规律，
尽可能地将一顿的饭菜“打扫
完”，更不会让剩饭过夜。“偶尔
米饭蒸得多了，下一顿我会炒
米，或是寿司，孩子特别爱吃，不
浪费一粒粮食。”张女士说。

把包饺子剩下的馅儿烙成
饼、将几样所剩不多的食材凑成
一个菜……采访中记者发现，许
多市民在疫情之下打开思路，把
各种食材的制作发挥到最大化，
尽量减少浪费。

“那天，家里正好剩下几片
茴子白、一小段胡萝卜和尖椒，
还有几块豆腐干，量都很少，扔
了怪可惜，我灵机一动，把它们
炒成一道‘创新菜’，家人们吃得
可欢呢。”市民田女士说这话时
略带自豪感，没想到“无心插柳”
的做法为她今后做饭打开了新
思路，也让她学会将食材物尽其
用，并身体力行践行节约，用实
际行动对浪费食物说“不”。

记者 李晓琳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张燕）气温骤
降，家里的暖气管却耍起了“小脾气”，哗哗漏水，
而负责供暖事宜的维修师傅一时无法赶来。这可
把周女士难住了：打开暖气阀门，水往外跑；关闭
阀门，家里冰凉。12月 3日万柏林区消息，这是发
生在汇秀苑小区的一件事。让居民感动的是，网
格员在网格微信群里随口一问，马上有好邻居主
动带着工具过来维修，很快解决了问题。

“呀，家里漏水了！”日前，汇秀苑小区居民周
女士发现家里的暖气管往外漏水，地板上有了不
少积水。担心殃及楼下，她赶快关闭了暖气管阀
门，水不漏了，家里很快凉了下来。无独有偶，住
在同一个小区的何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家
里的暖气管也漏水。两户居民先后向迎泽北社区

的网格员马丽反映了情况。
网格员赶忙联系该小区的维修师傅，可对

方由于疫情原因没法过来，于是在网格群里问
了一句：“有居民家中的暖气漏水，谁会维修？”
同时，两户居民也分别上传了家里漏水的暖气
管照片。

“告我哪一户，我会维修，现在就过去！”很快，
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张先生在群里回应，随即带着
小管钳，入户帮忙处理。仅用了 30分钟，他就修好
了两家的漏水暖气管，家里也恢复了暖意。

一个网格微信群，不仅让居民和社区的联系
更加密切，也为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提供了平
台。一个个暖心的举动，形成了良好和谐的邻里
氛围，更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张燕）“大爷，
您家的插线板要赶快换掉，都老化了，很危险。”寒
潮来袭，居家用气、用电量明显增加，是火灾事故
的多发期。12月 3日万柏林区消息，迎泽北社区
的网格员化身“安全管家”，帮独居、空巢以及孤寡
老人寻找家里的安全“漏洞”，保障大家过上舒心
的“暖冬”。

迎泽北社区辖区老旧小区较多，供暖后时常
遇到跑冒滴漏等情形。对此，社区鼓励居民在网
格微信群里提供线索，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入户解
决。与此同时，社区网格员发现，有些老年居民的
安全用电意识比较淡薄，家里存在人走不断电、电
线老旧破损等情况，

“您家的电器都好用吗？有没有需要我们帮
忙的？”12月 3日一大早，网格员敲开空巢老人胡
大爷家的门。“来得真巧，我正想给你打电话，插线
板坏了，电视也看不成。”网格员仔细检查插线板，
发现电线出现了褪色和老化现象，很可能会引起
漏电，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此，网格员赶忙买来
新的插线板，为老人换上。

连日来，社区对独居、空巢以及孤寡老人逐
个“敲门”，检查家中的电线和燃气设施，看一看
家里的插线板是不是该换了，防寒保暖有没有保
证，防火安全又做得如何，并提醒换下使用已久、
存在安全隐患的插线板等电器设备，为安全“加
把锁”。

居家防疫期间，市民罗女士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不少。细心的她发现，母亲
每天会把不少时间用在手机上，这与之前大不同。“问了才知道，用手机赚钱呢。”

11月 30日一早，家住太榆路迎宾苑的罗女
士发现，做早饭的母亲，手机在一边放着，响着很
大的声音。罗女士觉得声音大，要关闭，但被制
止：“别动，还有 20分钟就到点了。”

罗女士一问才知，母亲在视频平台看 90 分
钟，可领取一个红包。

早饭后，厨房里又响起某新闻资讯APP的朗
读声，罗女士的母亲又听上了新闻。下午，罗女
士母亲的手机得播放某听书 APP 的小说连载。
一天下来，母亲还要在此方面耗费约 4个小时。

对母亲的“赚钱任务”罗女士并不认同，她担
心母亲沉迷于此，可能因对各种套路缺乏了解和
警惕而上当受骗。

记者了解发现，这些让老年人沉迷的“赚钱”
APP有不少种类，看视频，听新闻，玩游戏，甚至直
接看广告，任务完成了，可获得相应红包或积分。

“我周围不少老人都在玩这类‘赚钱任务’，平
时在家没什么事，闲着也是闲着。”罗女士的母亲
坦言。

家住永乐苑、退休多年的刘女士是“赚钱任
务”的爱好者。听邻居说能赚钱，刘女士就下载了
某款短视频 APP，只要有时间就打开手机刷视
频。“100金币相当于 1分钱，攒到两三元就能提现
到支付宝、银行卡，或者直接给手机缴话费。”刘女
士玩得不亦乐乎，她的不少朋友也在玩。

每天4个小时 老人沉迷于此

谨防网络陷阱

宅家不忘节约
“花样方法”吸睛

暖气“闹脾气” 邻居出手帮

手机刷“任务”潜在风险大

网格员帮老人查找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