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涉
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

“响当当”的“国字号”，又有装
“官”样、傍机构的蒙人协会，普
通老百姓很难进行甄别和查询。

长期以来，这些非法社会组
织浑水摸鱼，以假乱真，招摇撞
骗，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社
会稳定和群众利益，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

纵观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它
们蒙蔽公众、诈骗钱财的套路主
要有几种：

一是扯大旗做虎皮。截至目
前，在民政部公布的数批非法社
会组织名单中，绝大多数冠以

“中国”“全国”“中华”等称号。
“中国国学院大学”“中国保健营
养 理 事 会 ”“ 中 华 诵 读 联 合
会”……“名头”一个比一个吓
人，一个比一个“高大上”。

二是装“官”样蒙公众。这些
非法社会组织，除了以“协会”

“基金会”等传统名称自诩外，还

经常变身“委员会”“发展局”“中
心”等机构。这些名称，有的类似
政府机关，有的很像事业单位，
让人一看就有一种“官方”的感
觉，不明就里的人很容易上当。

比如非法社会组织“全国卫
生人才专业技术委员会”，他们
声称自己登记在民政部，虚构下
设“全国卫生人才专业技术考试
中心”“全国卫生人才专家评审
组”等组织，打着“十足的官腔”
做敛财文章。

此外，还有一些非法社会组
织盯上了“热点”市场，以评奖、
比赛、考试等进行诈骗。

比如“早幼教公社”盯上了
早幼教市场的火热，通过举办

“全国托育十大模范标兵”等荣
誉奖项评选，达到敛财目的。“养

老”“养生”“健康”“艺术特长”等
领域，成了非法社会组织活跃的

“重灾区”。
非法社会组织的存在只有

一个目的——捞钱。不管是组织
活动，还是吸收会员，不管是考
试评级，还是比赛颁奖，他们都
是为了敛钱。骗子再怎样伪装，
最终会在敛钱时露出真面目。所
有以“广告费”“赞助”“入会”“返
利”等名目收取钱财的，公众当
慎之又慎。

为此，在有关部门加大打击
力度的同时，希望有关机构和社
会公众擦亮眼睛，不要被非法组
织“高大上”的外衣所迷惑，通过
官方网站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
骗。

近日，民政部等部门依法关
停了 12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及
其新媒体账号。民政部门提醒有
关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与社会组
织开展合作或者参与其活动时，
务必注意核查其身份。
（据6月2日《沧州晚报》2版）

认清非法社会组织的真面目
本报评论员 彭 玲

近年来，小学生做美妆博
主的越来越多，与之相应的是，
儿童专属彩妆产品不断涌现。

数据显示，2020 年儿童彩
妆消费同比增长了300%。如果
儿童化妆是为了舞台表演无可
厚非，但如果是为了所谓的“变
美”而化妆就需要慎重。彩妆产
品是否符合质量要求，成分是
否安全，长期使用是否会对儿
童发育造成不利影响，都需要
家长、商家乃至相关责任部门

认真思考。
与此同时，过早地接触化

妆品，会对儿童的审美造成难
以挽回的影响。有的儿童被父
母送到美容院体验各种美容服
务，这不仅会让孩子忽视对心
灵、智慧的追求，也会让儿童过
早地陷入容貌焦虑，对其成长
不利。

儿童自有儿童的天真和烂
漫，不要让厚重的化妆品掩盖
了孩子纯真的美。

小学生岂能做美妆博主
赵晓明

“徒手掰药片”“冲剂减一
半”……不少父母在给孩子喂
药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儿
童用药剂量如何精准拿捏，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吃药靠掰，用量靠猜”现

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儿童专用药品短缺。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保障
儿童用药安全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据新华网

小伙扶起老人
却被老人诬陷

近日，广西南宁一位老人
驾驶电动三轮车在一路口发生
了侧翻，驾车经过的小伙子见
状，立即下车扶起了老人。就在
小伙子准备离开时，老人一把
抓住了他，称是小伙子撞了老
人，向小伙子索赔500元。

监控视频显示，老人扯着
小伙子的裤腰带不准其离开：

“不是你撞的，为什么扶我？”
幸亏小伙子汽车上有行车

记录仪，帮他证明了清白。
据@时间视频

回音：敲诈勒索应受处罚！

去年被骗100万元
今年被骗285万元

浙江舟山女子罗某，去年
在网上认识的“投资老师”的鼓
动下参与网络赌博，被骗去
100余万元后报警。今年 4月，
这位“投资老师”再次找到罗
某，罗某不但不报警，还继续跟
着“投资老师”进行网络赌博，
结果又被骗去285万元。

记者从舟山市公安局获
悉，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
中。 据@澎湃新闻

回音：在同一个坑里跌倒
两回！

妈妈只顾接电话
孩子掉进洗衣机

近日，辽宁一位宝妈抱着
3 岁的孩子接电话，她顺手将
孩子放在洗衣机上。洗衣机的
盖子突然打开，孩子瞬间滑落
到洗衣机里。

消防员接到报警电话后赶
到现场，看到 3岁的孩子吓得
直哭。消防员剪破洗衣机，将孩
子救了出来。 据@资讯辽宁

回音：洗衣机不是置物架，
不能用来放孩子！

高考前，不少家长患上“焦虑症”
【事件】

不敢和孩子说话，不敢提
及高考的话题；有的家长专门
请假在家，走路、说话都小心翼
翼；为祝孩子“旗开得胜”，妈妈
竟然买回红色、绿色、黄色 3件
旗袍……距离高考只有几天时
间了，很多家长比孩子还要紧
张。 （6月2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十点十分：只要有攀比，
就会产生焦虑。

@角头：高考从某种意义
上说，决定着孩子未来人生的
走向。考生和家长完全不紧张，
是不可能的。但凡事都有度，过
度紧张会适得其反。

@有你更快乐：孩子平时
学习成绩咋样，家长要做到心
中有数。

@红福：只有几天时间就
要高考了，不管家长如何焦虑，
都改变不了现状。家长们不如
把心态放轻松，坦然接受现实。

@糖羽琪：如果孩子不反

感，妈妈买十件八件旗袍穿在
身上也没事。但如果孩子性格
内向，我劝妈妈们行事要低调。
高考考场，孩子才是主角。

@小崔：看清楚哪些是能
改变的，改变能改变的；看清楚
哪些是不能改变的，不要试图
改变不能改变的。别为难孩子，
也别为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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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药靠掰，用量靠猜”

让课间10分钟更轻松
刘冉冉

据报道，学校里最常见的
3 个课间纪律是：不准在室内
大声说话、不准出教学楼、不准
在室外嬉戏打闹，有家长反映

“几乎没听到孩子说过有关课
间玩耍的趣闻”。“课间十分钟
过于安静”现象逐渐引起关注。

课外活动是小朋友玩耍、
交朋友的黄金时段。非要把他
们“圈”在教室里、“摁”在课桌

上，扼杀的岂止是童年的欢乐。
别紧张，放轻松，整个社会

都需要张弛有度。
目前，多地学校开展了丰

富多样的课间活动，把课间10
分钟延长到 15 分钟甚至半小
时。只要守好安全底线，在校园
里自由玩耍，本身就很快乐。

10分钟不长，把“热闹”还
给学生，让童年记忆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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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东邮电小区纯一层门市
86平方米。电话：16630784477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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