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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娟） “父亲辛

苦操劳大半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却

病倒了，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救他。”11月

7日，看着刚做完主动脉瓣置换手术、形

容憔悴的父亲，想着一贫如洗的家境，青

俊亮顾不得休息，继续为父亲后续医药

费奔走。青俊亮的父亲名叫青建文，左

权县韩王乡前寨村人，务农为生。2015

年因突发心脏病，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做了主动脉瓣置换手术，术后身

体恢复较好。2022 年 9 月，青建文感觉

胸闷气喘、呼吸困难，甚至无法平躺，只

能端坐呼吸。家人赶紧将其送到山西省

心血管病医院，经查，瓣膜上形成血栓，

情况不容乐观。来不及多想，青俊亮和

家人连夜将父亲转院至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进行二次主动脉瓣置换手术。庆

幸的是，手术很成功，青建文目前已出院

居家护理。

青俊亮介绍，青建文进行第一次手

术时，家里已经花光积蓄，还欠了十几万

元外债。进行第二次手术时，只能靠亲

戚朋友接济。青俊亮说：“这次手术，父

亲知道家里没有钱后，说什么也不肯治

疗，怕拖累家人。可父亲养育我成人，现

在受病痛折磨，身为儿子岂能不顾？”说

话间，青俊亮几度哽咽。

从青建文住院至今，已花费20多万

元，除了医保报销外，基本都是借的，未

来高昂的医疗费无疑让这个普通的家庭

陷入困境。然而，为了慈祥的父亲，倔强

的青俊亮不愿放弃，他希望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能够伸出援助之手，“现在父亲病

情稳定了，我会更加努力工作还清所欠

的钱，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负债二十余万元为父治病

寿阳县正式启动10家文化馆企业分馆和公共文化驿站

让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及

11月9日，晋中瑞达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在出车前检查急救包及随车物品。

该公司从细节入手，推行“多问一句、多扶一把、多等一会”服务，以优质文明的服

务、严格标准的管理和更加细致的人文关怀，服务好广大乘客。

记者 曹伟 摄

本报讯 （记者 闫晓媛 通讯

员 潘丽霞）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落实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

面和适用性，近日，寿阳县文化馆积极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正

式启动 10 家文化馆企业分馆和公共文

化驿站。

文化馆分馆、文化驿站是寿阳县文

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重要部分，是公共

服务的扩展，是时尚化、体验版、休闲

式、文艺范、互动型的休闲空间。去年

以来，该县文化馆结合实际情况，制订

建设方案，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建

设模式，打造以15分钟文化圈为服务半

径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每个文化驿

站根据各自特点，推出音乐、舞蹈、戏

曲、书画鉴赏等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

动，使之成为老百姓能去、想去、要去的

文化场所。

文化馆总馆实行统一调配文化资

源和文艺人才、统一培训组织队伍、各

个文化馆分馆和文化驿站分散开展文

化活动的机制，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

2022 年联合平头镇文化馆分馆开展了

首届竹马艺术节和第十三届傩舞文化

艺术节；在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分馆举行

了非遗进景区展演和摄影展览；在祁寯

藻故里景区分馆开展非遗文创作品展

览和廉政书画展览……形式多样的活

动使文化馆的服务内容进一步延伸，群

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提升。

绘画、书法、民乐、歌舞……寿阳县

文化驿站的设立，将承载更广泛更丰富

的文化内涵，起到引领寿阳群众文化的

导向作用。

据寿阳县文化馆馆长潘福明介绍，

寿阳县文化驿站建设将秉承“普及文化

艺术、服务社区群众”的理念，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以“嵌入式空间”有机串联全

县各级公共文化场馆，在推动文化馆总

分馆制建设的同时，构建便民、时尚、互

动、精品城乡融合新型文化空间，探索出

一套有寿阳特色的公共文化发展阵地。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连

日来，在“双 11”掀起了购物热潮的

同时，不法分子冒充各大电商购物平

台客服，以货物丢失、质量有问题等

理由谎称协助客户退款，诱导受害者

转账实施诈骗。对此，晋中市公安局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网购的同时，要

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1月5日，市民陈女士接到自称

“快手平台”客服的电话，称其之前购

买的商品质量有问题，要给她三倍赔

款后，让她下载一款会议软件，开启

屏幕共享指引她进行各种转账操

作。陈女士进行操作后，感觉像是遭

遇网络诈骗，及时停止了操作，避免

了经济损失。

晋中市公安局民警为广大群众梳

理了以下几种诈骗方式：一、领取红包

或优惠券。不法分子称提前领取红包

或优惠券在“双11”使用，并通过附带

链接或二维码等信息，诱导受害者点

击、扫描，或用各种理由要求消费者提

前付款。二、升级网银或其他账号。

不法分子通过发送短信称消费者网银

需要升级，从而诱骗受害人点击填写

银行卡号、身份证、验证码等重要信

息，实施诈骗。三、刷单。不法分子以

提高店铺销售、信誉度、好评为由，发

布刷单消息，并承诺支付高额佣金，骗

取受害人钱财。

对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购

时一定要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要

选择有经营资质的商家，对价格明显

低于市场价的商品应提高警惕。在

收到自称客服人员的来电时，可先到

正规网站核实交易信息或通过正规

渠道获取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易

将验证码、银行卡余额、银行卡密码

等提供给陌生人，更不要按照对方指

示操作；对于有关个人信息的快递单

据，应先撕毁或者涂黑再丢弃，以免

被不法分子利用。

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一

年一度的“双 11”如约而至，市民网

购热情高涨。记者注意到，这个“双

11”，不少老人拿起手机，加入了网购

大军。在此，市消协提醒广大老年消

费者，购物要理性。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用上了智能手机，他们开始在网

购大军中异军突起，“双 11”更是搭

乘促销活动，各种买买买。市民王

女士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位。“正上着

班呢，老爸发过来链接，让我看看他

选的东西怎么样，‘双 11’他比我还

能买。”王女士说，父亲去年学会网

购后一直很痴迷，又买鱼来又买肉，

遇上“6·18”“双 11”大促，老人家的

网购热情更高，前两天预售期时，将

罐头饼干、洗涤用品等加进了购物

车。对父亲疯狂的网购行为，王女

士忍不住吐槽。

“我妈紧跟时代潮流，秒杀、拼

单……这些网购套路门儿清。”说起

65 岁的母亲，市民李先生的话语里

夹杂着些许自豪和无奈。李先生坦

言，虽然网购的东西有好有坏，但网

上挑选商品时的参与感给老人带来

了许多乐趣，使他们在精神层面与物

质层面均得到了满足。

记者采访发现，身边不乏热衷网

购的老年人，他们一方面畅游网购平

台收获快乐的同时，一方面也难以抵

挡低价包邮等诱惑，贪小便宜吃大

亏。对此，市消协提醒广大市民，在

参与“双 11”促销活动期间，一定要

注意价格先涨后降、虚假购物订单信

息、发货商品以次充好等问题，尤其

是老年人，购物时更需要格外留意，

理性消费。

“双11”来临，“银发族”加入网购大军

“双11”到来 市民谨防各种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