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言：酱油不应含有食品添加剂

流言内容：酱油中的食品添加剂
对健康不利。

真相解读：食品添加剂是为了改
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
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
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以酱油为
例，适当添加防腐剂可以有效抑制微
生物，否则就需要使用更多盐来防止
微生物繁殖。食用这样的酱油也会间
接增加盐的摄入，影响健康。而加入
酶制剂，则可以增加酱油的发酵效率，
增加酱油的风味。按照国家标准规定
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并按照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原则来使用食品添加剂，
并不会威胁健康。当然，具体选择何
种酱油是个人的自由，想了解产品是
否使用添加剂可通过配料表了解。

流言：电子烟不是真正的烟草，所
以更健康

流言内容：电子烟不是真正的烟
草，也不用火，危害更小。

真相解读：电子烟通过加热雾化
系统使电子烟液雾化成气溶胶而被吸
入人体。大多数电子烟的烟液主要成
分是尼古丁、丙二醇、甘油，烟液在加
热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化合物，
而这些物质对呼吸系统有强烈的刺激
作用，有些甚至会沉积在气道中加重
呼吸道的炎症，甚至形成“爆米花样
肺”。电子烟加热雾化装置功率及递
送效率不同，该产品产生的气溶胶中
的尼古丁含量也不同。此外，电子烟
对人体的危害不仅限于呼吸系统，也
会对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和血液系
统产生危害。即使少量吸入电子烟，
也会产生相应的临床损害症状。

流言：做完骨折手术后要一直静养

流言内容：伤筋动骨做手术，一定
要等身体完全康复才能活动，否则会
留下隐患。

真相解读：很多患者在骨折手术
后就卧床静养，很少活动，实际上这是
一个误区。骨折康复需要稳定没有
错，但经过治疗后不管是石膏、支具还
是钢板，都把骨头固定住了，其主要目
的就是让病人可以早一点活动，防止
肌肉萎缩，防止出现其他并发症，比如
血栓、肺炎等。经历过骨折手术的病
人，应该在医生建议下适当地进行肢
体活动，从而有利于恢复。

流言：撞树锻炼可以强身健体

流言内容：撞树可以刺激身体，起
到按摩和保健的作用。

真相解读：在不少公园和小区，都
能看见有老人用身体撞树健身。但
是，这种“健身方式”是不科学甚至危
险的。因盲目跟风撞树导致身体严重
受伤的案例不在少数，如视网膜意外
脱落、背部血管破裂引发血栓等。许
多人选择撞树是因为腰背疼痛，但腰
背疼痛的原因有很多种，如果是心梗、
胆结石等疾病导致的疼痛，撞树并不
能缓解疼痛。另外，老年人普遍存在
骨质疏松，撞树可能导致骨折，更是不
可取的。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本报讯 记者马晓芳、通讯员卢华
报道：“受疫情影响，我的生活遇到了困
难，谢谢你们给我送来了生活物资，真是
解了我的燃眉之急！”10月25日，外来务
工人员李天成收到吉木萨尔县北庭镇民
政办工作人员送来的米、面、油、蔬菜、鸡
蛋、方便面等生活物资后感激地说。

今年 4 月，李天成从老家重庆来到
吉木萨尔县打工。受疫情影响，他的生
活陷入困境。吉木萨尔县北庭镇余家宫
村村委会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情况后，
采取临时救助告知承诺办结方式，帮他
办理了临时救助。

记者从州民政局了解到，自 8 月疫
情发生以来，为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我州公布并畅通诉求通道，开展困
难群众排查和救助活动，积极探索推行
临时救助告知承诺办结、网上申请临时
救助等救助方式。截至10月28日，共摸
排 54749 户，为困难群众发放各类基本
生活救助物资和救助金共计2761万元。

为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我州建
立“个人申报+基层摸排+部门联动”机制，
全州各县市积极开展困难群众大排查活动，
组织“访惠聚”工作队队员、村“两委”班子
成员、社会服务组织等，通过走访摸排、电
话沟通、微信联系，以及比对分析监测平台
数据、收集服务热线诉求和群众来信来访
等多种方式，及时了解辖区困难群众生活
状况。截至10月28日，全州新纳入城乡低
保92户160人，新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27人。

为“兜”住最困难群体，“保”住最基本
生活，我州及时足额发放8至10月低保人
员、特困人员、孤儿等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救助资金2179万元；按照每人300元标准，
为1.1万余名低保、特困人员增发一次性生
活补贴354万元；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
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计划在11
月15日前为全州1.2万余名低保、特困、低
保边缘户、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
病感染儿童发放价格临时补贴37万余元；
计划在11月底前为全州5900余户10500余
名城乡低保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按照505
元至1000元不等的标准，发放“暖心煤”或
取暖补贴，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此外，我州积极推进乡镇（街道）低保审
核确认（审批）权限下放工作，缩短救助审批
时限，提高救助效率。本轮疫情期间，全州下
拨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85万元，针对
受疫情影响群众，各县（市）乡镇（街道）根据
群众困难程度，采取分层分类分档方式，为其
提供现金或实物救助。截至10月28日，已救
助困难群众5561人次，累计发放生活物资和
临时救助金总价值228万元。

为提高救助效率和水平，我州印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有关工
作的通知》，在全州启动临时救助告知承诺办
结工作，不断优化救助程序，以申请人承诺替
代证明材料，截至10月28日，475名受疫情影
响的困难群众得到临时救助，发放生活物资
和临时救助金总价值10.6万元；昌吉市、吉木
萨尔县、木垒县等地民政部门采用智慧救助
小程序，由工作人员或救助对象现场扫码后，

由工作人员为救助对象发放物资，后台自
动统计数据，让临时救助更加方便快捷；全
州引入专业社工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残
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探访等服务3500
余次，确保了特殊困难群众“生病有人管，
生活有人照料”。

本报讯 通讯员石倩、王鹏报道：木
垒县时刻把各族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
上，从“小服务”做起，从“小困难”帮起，
通过发放“暖心煤”，让各族群众切实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11月5日一大早，新户镇新沟村村
民卢春书就开着拖拉机来领取“暖心
煤”。看着这些“暖心煤”，卢春书心中的
愁云散开了。他说：“最近天气很冷，眼

看我家的煤快要烧完了，正在为此发愁时，
‘暖心煤’就送来了，政府真是太贴心了！”

当天，在西吉尔镇“暖心煤”发放现场，
村民在村“两委”干部的引导下，完成登记
和过磅工作后，将“暖心煤”拉回家。屯庄
子村村民汪青山说：“今天我领到了 1 吨
煤，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西吉尔镇副镇长张俊说：“为了保障困
难群众温暖过冬，我们通过精准摸排，今天

给 81 户困难家庭发放 90 吨‘暖心煤’。
我们将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
着力解决好群众的生活难题。”

木垒县民政局把解决群众温暖过
冬问题作为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的
重要举措，拨付资金80多万元，采购了
1700 吨燃煤，发放给了 1200 多户困难
群众，解决了城乡低收入居民的冬季取
暖问题。

近日，昌吉市建国路街道水林社区
民政专干给独居困难老年人送去蔬菜
包。 图片由昌吉市民政局提供

10月31日，
昌吉市建国路街
道锦绣社区紫金
名门小区，社区
干部在给志愿者
发放慰问品。

当天，由新
疆昌建集团、昌吉
华业建筑公司、华
洋建筑公司、凯悦
鑫工程建设公司、
华联建筑公司、
凯信博远建设公
司6家爱心企业
联合向该小区的
近百名社区干部、
志愿者捐赠价值
1 万余元的慰问
品，感谢他们为服
务小区居民作出
的贡献。
马丽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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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共克时艰
谣辟

这些谣言

千万别信

我州扎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兜”住最困难群体 “保”住最基本生活

木垒县为困难群众发放“暖心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