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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声称，按照人社部相关规
定，凡入职满一个月，并按照国家规
定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员工，均有
资格申请“五险一金补贴”，请务必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信息认证及补齐
工作，逾期未办理者将无法享受
补贴。

扫描通知下方的二维码，会跳转
到“财政部网站”，并需要输入本人姓
名、身份证号码等，接下来还要填写
银行卡号码、验证码等。

注意了，这个网站是假冒的！千
万别信，也千万别填，这是骗局的常
见套路。一旦提交信息，补贴领不
到，卡里的钱还会被盗。

人社部门表示，这类诈骗往往利
用非法途径，获取群众的手机号、微
信号或邮箱账号等，然后发送虚假
信息，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或点击
链接，进入虚假“官方”小程序或网
站，并填写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
等个人信息，以达到骗取钱财的
目的。

除了“五险一金补贴”“社保补
贴”，这两年还出现过“经济复苏津
贴”“个人劳动补贴”等各种骗局。为
了以假乱真，行骗者会伪造部委或地
方有关部门网站并设置飘窗，让大家
点击进入填写个人信息。还有的骗
子以公司人事部门为名，向员工发送
补贴领取邮件，并附上自助办理的二
维码。

要注意，真正由人社部门发布的
通知，不会让参保人提供银行卡、密

码、手机验证码等个人信息。遇到类
似情况，一定得多个心眼，千万不能
大意。

还有一类提示社保卡状态“异
常”、引导线上速办的骗局，也需高度
警惕。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家
办业务、享服务越来越高效便捷，打
开手机就能轻松搞定。不过，骗子也
盯上了“机会”，制造各种骗局。

一些群众收到短信称：“你的社
保已出现异常，为避免无法使用，收

到通知后请即刻登录XXX网站办理
登记认证。”如果点击链接，就会出现

“人社部网站”，弹出“全国电子社保
系统升级，需办理新版电子社保”的
提示。

有些信息专门针对老年人，声称
“退休人员不赶紧认证就要停发养老
金”。

这其实都是骗子的圈套。只要
点击链接，就会跳转到虚假网站，诱
骗办理人填写个人信息。

切记不要随便点击不明链接或

拨打不明电话，切勿随意在陌生网站
上填写个人信息，更不能按其提示进
行转账汇款等操作，防止造成财产
损失。

人社部门提示，关于社保补贴、待
遇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等任何问题，
都可以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部门确
认，或拨打12333热线咨询。

如不慎遭遇网络诈骗，要保存好聊
天记录、交易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立
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扫 码 领“ 五 险 一 金 补 贴 ”？
提示社保“异常”速办？假的！

新华社记者 姜 琳

近日，有部分群众反映
收 到 了 领 取“ 五 险 一 金 补
贴”的通知。对此，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从未
面向普通群众发放过所谓
的“五险一金补贴”，所谓通
知为不实信息且涉嫌诈骗，
千万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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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4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全国爱鼻日。春季
到来，过敏性鼻炎患者也迎来了最难熬的季节。鼻
塞、鼻痒、喷嚏不断……这些症状不仅影响患者生活
质量，还可能诱发哮喘等更严重的疾病。如何科学护
鼻，顺利通过春季过敏关？记者走访医院、采访专
家，揭秘过敏性鼻炎的防治之道。

这些认知误区你中招了吗？

家住北京的张女士，过去3年，每到春季，她和7
岁的儿子小宇便出现鼻塞、流涕等症状。起初她以为
是普通感冒，吃了感冒药也不管用。小宇因长期鼻塞
出现睡眠障碍、“腺样体面容”，最近张女士带他到医
院就诊，经检测，母子俩均被确诊为蒿草花粉过敏性
鼻炎。

像张女士及其儿子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据最
新流行病学调查，我国成人过敏性鼻炎患病率达
19%，儿童达22%，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公众认知仍
存误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刘
俊秀说，过敏性鼻炎与感冒的症状有重叠之处，主要
表现为流清水样鼻涕，阵发性喷嚏，鼻塞。许多过敏
性鼻炎患者会误以为自己感冒，出现诊断混淆、不规
范治疗等问题，易导致病程迁延甚至诱发哮喘等并
发症。

如何区分过敏性鼻炎与感冒？刘俊秀介绍，感冒
病程短，一般 5至 7天可自愈，伴全身症状，如发热、
乏力等；过敏性鼻炎病程长，一般持续数周至数月，
无发热，接触过敏原后病情加重。过敏性鼻炎喷嚏
多、鼻涕如“水龙头”，伴眼耳咽部瘙痒；感冒喷嚏少，
鼻涕后期黏稠，以鼻塞为主。此外，过敏性鼻炎有季
节规律，春季花粉过敏尤为常见。

一些过敏性鼻炎患者有“滥用抗生素或拒绝鼻
喷激素”的行为，专家提示，有些患者一流鼻涕就吃
抗生素，但抗生素对病毒性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均无
效。此外，部分患者对鼻喷激素心存恐惧，但在医
生指导下规范使用，鼻喷激素是安全有效的治疗
手段。

避开过敏原，规范治疗是关键

在过敏性鼻炎的防治中，避开过敏原是首要任
务。春秋两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尤其是蒿草、杨
树、柳树等植物的花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
仁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张罗建议，在花粉浓度较高的
时段，患者应尽量减少外出，如早晨和傍晚。外出
时，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花粉接触。

对于已经确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规范治疗至关
重要。张罗表示，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主要包括药物
治疗和免疫治疗。药物治疗包括抗组胺药、鼻喷激
素等，可以有效缓解症状。免疫治疗，即脱敏治疗，
是针对过敏原进行的特异性治疗。

张罗说，通过逐渐增加过敏原的暴露量，可以使机体免疫系统逐渐
适应并降低对过敏原的敏感性，从而减轻或消除过敏症状。

然而，部分患者还面临着常规治疗方案疗效不佳的问题。我国科学
家持续开展高质量研究，近期取得突破性进展。

今年4月，张罗团队在国际医学期刊《自然·医学》发布研究成果显
示，一种国产新型生物制剂司普奇拜单抗能有效改善中重度季节性过敏
性鼻炎患者鼻部和眼部症状。这一“中国方案”有望为过敏性鼻炎治疗
提供新选择。

长期管理，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过敏性鼻炎若不规范控制，可能引发鼻窦炎、中耳炎，甚至哮喘。如
何做好长期管理？

38岁的辽宁省沈阳市居民罗先生，自幼年起便患有过敏性鼻炎，他
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护鼻方法：在花粉季节前，提前使用抗过敏药
物；每天坚持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保持鼻腔清洁；过敏期按时用药。

“过敏性鼻炎要坚持预防为先，尤其在花粉季节，提前干预比症状发
作后再控制更有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
王全桂说，患者应建立健康档案，记录自己的过敏史、症状变化等，以便
医生更好了解病情。同时，要定期进行过敏原检测，采取相应预防
措施。

此外，患者要尽量避免接触二手烟、粉尘等有害物质，适当进行体育
锻炼，增强免疫力。饮食上，避免食用易引发过敏的食物，如海鲜等。
还要学会自我管理，掌握一些基本护鼻技巧，如在花粉季节，使用花粉
阻隔剂，减少花粉接触；在尘螨较多的季节，使用除螨仪，减少尘螨
滋生。

“患者要积极参与到过敏性鼻炎的长期管理中来。”王全桂说，定期
复诊，保持良好心态，避免因病情反复而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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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避开过敏原。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4月 12日电（记者
叶昊鸣）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4月 11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
量已突破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
18天。

101 天、500 亿件，这相当于全
国人均快递量约 35件，每天约有 5
亿件快递穿梭在神州大地上，快递

“小包裹”再“跑”加速度。
加速度背后，是日益成熟的快

递物流网络。
网购包裹送达偏远山区，农产

品“走”出大山深处……如今，全国
3000多个边境自然村全部通邮，超
过23万处快递服务营业网点、超过
22万条快递服务网路，构成了一张
覆盖全国、深入乡村、通达全球的服

务网络，支持着我国快递迈上新
平台。

快递企业联手电商平台，让快
递触角向更深处延伸。国家邮政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原有快递服务
现代农业金牌项目的基础上，邮政
快递业新推选的143个业务量超千
万件的金牌项目，进一步服务支撑
现代农业发展。

加速度背后，是消费需求的不
断释放。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持续显效。以家电为例，截至4
月10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
家电产品达10035万台。“买买买”，
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

云南的咖啡“端”进了多地的咖

啡店中，浙江的春茶“泡”在了更多人
的茶杯里，春笋、花木等时令农产品更
快送到消费者的手中……深入挖掘地
方特色产品寄递需求，积极支撑电商
平台开展春季促销活动，邮政快递业
助力春日经济，让更多人品尝到了春
天的美好和快乐。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中国快递发展
指数报告显示，今年3月，我国快递发
展指数为401.2，同比提升5%。

流动的“小包裹”，蕴藏着中国经
济的勃勃生机。

全自动化的分拣线，极速奔驰的
快递车，及时投送的快递包裹……繁
忙有序的场景不仅呈现了当前邮政快
递业智能化的趋势，也展现了我国超
大规模市场“基本盘”没有变、消费潜

力不断释放的态势。
“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折射出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产业升级步伐加
快、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国
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
部主任刘江说。

2024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过1745
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超过1.4万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21%和 13%。我国快递业
务量连续11年稳居世界第一。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
发展的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
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
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和提升实体经
济运行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更强动能。

快递破500亿件！“小包裹”再“跑”加速度

马卡龙色的蝴蝶兰、“染”出渐
变色花瓣的菊花、无需消费者浇水
施肥就能开花的蜡球装朱顶红……

为期3天的第二十七届中国国
际花卉园艺展览会 12 日在上海收
官。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0家
参展企业以花为媒，共同打造万花
竞技的“美丽盛宴”，为我们观察“鲜
花经济”提供了新视角。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花卉生产
国。中国花卉协会数据显示，我国
现有近22万家种苗花卉企业，年产
值 5200多亿元。2024 年我国花卉
进出口贸易总额 7.82 亿美元，同比
增长10%，其中出口额5.16亿美元，
同比增长17.78%。

颜色更多彩、造型更别致……
在展会上逛一圈就会发现，鲜花市
场新意不断。一朵朵鲜花不仅为环
境增色，也传递着市场新需求，映射
产业新发展，“扮靓”美好生活。

抓住消费新趋势，让花样更多，
附加值更高——

让色彩更流行。走进缤纷园艺
（中国）有限公司展台，朵朵鲜花绽
放出浅粉色的海洋。

“近两年，我们发现消费者更喜
欢浅色的品种，因此着重加强对不同
颜色花卉的培植。这次我们带来的
玉脂、浪琴等玫瑰新品种，非常受欢
迎。”缤纷园艺育种总监刘天平说。

让鲜花更“文艺”。“今年我们带
来自己开发的礼盒装彩叶芋，精美
的包装和文字插画拓展了鲜花的外
延，花朵与文化的融合，也给消费者
提供了情绪价值。”上海花卉园艺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娟说。

除了美艳的花朵，近年来，鹿角
蕨、龟背竹等观叶植物，也美到了消
费者的心坎上。

广东省东莞市正光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黄骏亨观察到，一些
观叶植物在国内市场上较为稀少又
颇受喜爱。

“市场需求就是我们研究发展
的风向标。”黄骏亨说，公司花了近
两年时间，实现了成功扩繁，让更多
国内花友能拥有心仪的观叶植物。

实现供给新突破，让科技味更
浓，产业链更实——

消费新变化的背后是产业的新
变迁。

增加花色、延长花期、定时绽放、
拯救濒危……记者发现，科技的“雕
刻”让“鲜花经济”更多元，为花卉产业
发展打开更广阔空间。

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秀刚介绍，公司推出的智
能温室，能对植物生长所需的温、光、
水、气、肥智能化管理，调控植物开花、
结果时间。“植物定时成熟，不再是产
业的新鲜事。”

童话故事里的七色花，也能通过
科技照进现实。

“我们用技术手段，将食用色素吸
收进花瓣中，让一朵花拥有斑斓色
彩。”浙江丰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徐
林军说。

“通过给花卉中的‘大熊猫’——
兜兰人工授粉，增强其优势品性，我们
不断拯救并做大稀少品类。”贵州黔西
南州绿缘动植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人邓克兰说。

花卉产业的拓展，离不开种业
创新。

这次展会上，广州花卉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云带来自主研发
的红掌新品种——美娇、福美、彩蝶、

大乔以及凤梨新品种红如意等，一亮相
就受到许多新老客户的关注，并有意向
尝试种植。

“在2009年之前，国内一直没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红掌品种，通过育种者们
不断创新研发和新品种培育，陆续培育
出国产红掌新品种。”从事花卉研究20
多年的周晓云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
2022年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花卉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曾提出了我国花
卉业的发展目标，其中明确到2025年，
花卉种业创新体系基本建立，自主知识
产权花卉品种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我国的花卉应用场景丰富且消费
潜力巨大。今年国际展商参展比例近
26%，足见中国大市场对世界的吸引
力。”上海市花卉协会副会长、上海国展
展览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
江红说。

一朵朵美丽绽放的鲜花，铺就广大
花农的“花样”致富路，展现产业发展的
旺盛生命力，更释放出从买花到赏花不
断激发的经济新活力。透过花卉展，我
国“鲜花经济”正不断向新，一路生花。

（新华社上海4月12日电）

年产值超5000亿元！“鲜花经济”一路生花
新华社记者 韩佳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