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海南晟之泽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7ML8KM3B）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 口 市 龙 华 区 遵 谭 镇 美

盈 村 符 传 菊 不 慎 遗 失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股 权 证 ，股 权 证 编

号 ：GQZ460106103206070100 ，声 明

作 废 。

遗失声明
●敬永康不慎遗失海口市镇海村

片区——滨涯村旧城改造（一期）工程

项目选房确认单，档案编号：4-422，
现场编号：D95，房号：5栋 1单元 2705
房，声明作废。

●王世杰不慎遗失海口市公安局

警务辅助人员工作证（证件号：

FJ2116），声明作废。

●何克胜不慎遗失海口市镇海村

片区——滨涯村旧城改造（一期）工程

项目房号确认单，档案编号：3-231，
现场编号：C25，房号：5栋 2单元 2501
房，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国际机场分

局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银行账号：

268746663660），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079205，开户许可证编号：

641000056858，声明作废。

●海南森尼之家文化有限责任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6MA7L44BR2F）于 2025年 4月
22 日 不 慎 遗 失 公 章（ 编 号 ：

46010000762406）、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陈霖），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晏卓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WBJJ3N）不慎遗失财

务章，声明作废。

声明 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媛立盈娱乐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声 明
胡瑞兰于2022年4月30日逝世，逝

世前立下遗嘱：“坐落于海口市龙华区

滨海大道 27 号财富公寓九层 A－908
房，由母亲刘元淑继承。”胡瑞兰逝世

后，刘元淑的继承于2022年4月30日实

施至今已超三年有余。

现声明：如有人对上述的继承有异

议，请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三年内向海

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三

年时限，本人将按相关手续及遗嘱办理

产权过户登记。

声明人：刘元淑
2025年6月11日

公 告
我司拟通过公开方式遴选一家招标

代理服务机构代理金城·金秀花园城市

更新项目试桩工程的招采工作。有意参

选的单位请于 2025年 6月 16日 8：30-
12：00到我司报名并提交材料。联系人：

严先生，联系电话：13337569299。
海南金秀安居置业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3日

注销公告
琼中县星辰社会工作服务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9030MJY8386563）拟向海口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前

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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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来海口出差的李先生在酒店办理入住

时，前台工作人员提示他可以使用金椰分“信易

住”福利兑换 24 小时接送站等相关入住权益。

海口市琼山区推出“信易住”应用场景，信用良好

的个人可享受到更多的住宿便捷和优惠，这一举

措让守信者在日常生活中切实享受到了信用红

利，是对个人诚信价值的市场认可。

免押金入住、定时接送站、住店折扣优惠、延

迟退房、免税代金券……个人诚信积分金椰分越

高、信用越好，就能在琼山区享有更丰富的住宿

选择、“升级版”的住宿服务。可见，在大数据时

代，信用不仅是无形的财富，还能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社会价值。

信用“翅膀”能载多重，取决于“羽毛”的密

度。当前，金椰分已实现海南各市县与浙江杭

州、河南郑州等地跨区域个人信用“跨省互认”，

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信用好，都

能在海口“丝滑”地使用“信易住”功能。但考虑

到外地游客来海口旅游出差的频率和住宿需求，

如果能探索“信易住”在更多场景下的使用，将有

助于让信用创造出更多价值。比如，个人诚信积

分金椰分可否通过授权关联、转赠给亲朋好友，吸

引更多人来到海口，通过“信易住”开启信用住宿

新体验？“信易住”能否福利力度更大，关联到住宿

之外的更多城市资源，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让好举措用得上、用得好，才能惠及更多的人。

随着“信易住”功能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应用

场景的持续拓展，其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住宿消费

习惯，还将让越来越多住宿经营主体主动参与进

来，推动整个住宿行业甚至旅游业朝着更加注重

信用、服务品质的方向发展。期待在“信用+”建

设的大背景下，能有更多类似“信易住”的创新举

措出现，为人们的生活锦上添花，带来更多便利

与美好。 □吴翠霞

别被“减肥神药”
忽悠了

“不用节食无需运动，只要每天喝‘咖啡

瘦’，一周体重明显减轻……”近年来，各类宣

称“快速瘦身”“纯天然无副作用”的产品频繁

出现在社交平台和电商页面。然而，央视调查

揭露的“1元成本瘦身咖啡卖800元”黑幕，却让

这类“速瘦神话”现出原形——非法添加禁药、

生产环境污秽、长期服用会损害身体健康。

（6月9日 央广网）
瘦身变伤身，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本该被

挡在市场之外的含毒产品，究竟为何能一路畅

通、大行其道？

其一是消费者太着急。现在生活好了，肥

胖的人多起来，谁都想快点瘦下来，可偏偏有

人就信了那些“不用运动、不用节食”的鬼话。

就像新闻里那位周先生，花600元买了一个月

的“咖啡瘦”，结果喝几天就心慌头晕。其实仔

细想想，要真这么神奇，躺着就能瘦，世上哪还

有那么多肥胖者？

其二是黑心商家利用了“好货不便宜”的

大众心理。1元成本的劣质咖啡，加点违禁的

西布曲明，包装一下就能卖几百元。黑心商家

把消费者的健康当儿戏，更可气的是，他们专

挑监管薄弱的网络平台卖，朋友圈、直播间到

处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其三是监管有漏洞。国家早在2010年就

禁了西布曲明，可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东西还

有人在卖。从生产到销售那么多环节，总有人

钻空子。就像这次查的11种网红减肥产品，竟

然有6种加了违禁药。这说明我们的监管网络

还有漏洞。

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根上治。一方面要

盯紧生产源头，把那些藏在居民楼里的小作坊

都挖出来。另一方面要让网络平台担负起监管

责任，不能光顾着收推广费，对虚假宣传睁只眼

闭只眼。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完全可以用人工

智能来识别那些夸大其词的广告。同时也要教

消费者擦亮眼睛。减肥没有捷径，那些吹得天

花乱坠的东西，十有八九有问题。买保健品要

认准“蓝帽子”，遇到不舒服要马上停用。

减肥的目的是为了更健康，若为了瘦身而

乱吃药，反而会把身体搞垮。对此，消费者要

头脑清醒，别被那些“快速瘦身”的话术忽悠

了。监管部门要硬起来，该罚的罚，该抓的

抓。只有大家都重视起来，才能让这些害人的

“减肥神药”彻底消失。 □白木

“足协搅黄了‘村超’，又要去指

导‘苏超’？”近段时间，几则毫无根据

的谣言在网络平台流传，还获得不小

关注度，逼得“村超”“苏超”先后辟谣。

球在场上踢，谣言全网传。这些信

口雌黄的谣言为何会“凭空出世”？细

究起来，逻辑也很简单。一些博主要一

竿子打翻“苏超”“村超”和足协，目的很

明确，动机不复杂——流量，还是流量。

近段时间，“苏超”火成全网“顶

流”，“村超”则火得更早。至于足协，由

于国足刚刚无缘美加墨世界杯，广大球

迷的爱之深、责之切也可想而知。在造

谣者看来，这三者就是流量密码。

这其中，受伤最深的当数“村超”。

自爆火以来，“村超”一直在按自身计划

稳步推进，近期休战一周是为了不影响

高考。但类似“难怪‘村超’没动静了！”

的大量跟风评论，不仅误导公众，影响

到“村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破坏了

好不容易营造起的乡村足球氛围。

“苏超”同样“躺枪”。“村超”“苏超”

接续火爆，本是好事。多彩贵州的村寨

联欢和江苏十三城的捉对厮杀，各有各

的火法。但无论是前者的村味农趣、民

族风情，还是后者的历史典故、玩梗大

战，都深深扎根于当地人文底蕴中，都

踢出了文体搭台、经济唱戏的“好球”。

中国足球和中国社会，需要更多

接地气、聚人气、扬文气的民间“超”字

辈。但原本各美其美的草根球赛双

璧，却因几则谣言被硬拉着比较，部分

言论甚至有拉踩之嫌，也是无妄之灾。

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公众苦其久

矣。需要再次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广大网民也有责任不信谣、不传谣。

截至记者发稿，尽管“村超”“苏

超”已相继辟谣，但相关谣言仍在若干

平台传播。在此类事件中，网络平台

和相关部门都不可作壁上观，谣言该

撤要撤，责任该追要追，不能让网络造

谣“零成本”。 □李丽 郑明鸿

在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

一份温暖人心的成绩单格外亮

眼：全镇 243 名困难老人和 83

名特殊儿童实现了 100%的关

爱覆盖，群众满意度更是高达

98%。海秀镇以党建为引领，

凝聚各方力量，通过构建“镇-

村-网格”三级服务网，培育32

支社区社会组织队伍，破解“一

老一小”服务难题，为群众托起

了稳稳的幸福。

“一老一小”是每个家庭最

受关切的对象，是社会中最柔

软脆弱的群体。如何做好“一

老一小”的民生保障，将“老有

颐养、幼有善育”的“民生愿景”

变为“幸福实景”，关系民生福

祉，关乎千家万户。

关爱“一老”，守护幸福晚

年。尊老、敬老、爱老、护老既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建设长者

饭堂，吃出温暖幸福味；推出

“适老”主题公交线路，护航老

人出行路；发动相关单位、社区

和社会组织等开展义诊、举办

健康讲座普及养生知识……近

年来，海口持续做好老年人关

爱服务工作，解决老年人最关

切的问题，营造老有所养、老有

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良

好环境，让老年人的获得感成

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关爱老年人不仅

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持续发力，

也和我们息息相关。公交车上

为老年人让座，绿灯前对蹒跚

老人的减速让行，每一个善举

都将传递来自社会的温暖和关

怀，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守护无限美好的“夕

阳之光”。

呵护“一小”，点亮成长之路。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关系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兴旺，

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守护。近年来，

海口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让更多孩子实现

“家门口上好学”；打造“青椰”系列赛事活动，

为童年增添绚丽色彩；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护

苗”专项行动，建立留守儿童关爱帮扶体系，让

城市处处充盈着成长的温度。童年是人的一

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家长和学校要担负起引导

他们树立正确人生目标的重任，培养好思想、

好品行、好习惯，锤炼“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品

格，让稚嫩的小树苗在阳光雨露中茁壮成长。

守护“一老”幸福晚年、点亮“一小”成长

之路，是所有家庭的殷切期盼，考验的是城

市治理者的智慧和匠心。海口正在打造全

龄宜居幸福之城，要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

作为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听民声、

察民情、解民忧，把民生实事办到百姓心坎

上，守护好生命的每一个瞬间，让城市的“朝

夕”更加美好。 □曹明华

吃饭时间十分钟、十五分钟……有多少人

的胃病是在高中时落下的？央视网记者调查发

现，跑着去吃饭的背后是发病率逐渐上升的中

学生肠胃病。

把吃饭时间也纳入“学习节奏”的一部分，

以此追求更高分数的方法，反映了一种功利主

义的教育观，这种学习经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对个体造成创伤，带来长久影响。

（央视网）
跑着去吃饭、掐着点吃饭，在吃饭这件事

上，高中生如同学习一般分秒必争，进行“时间

管理”。然而，“光速”吃饭的超快节奏，使不少

高中生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胃病。健康是幸福生

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 1，其他是后面的 0。

如果一个人的健康在中学时期已经被“打折”，

那么后续的一切就没有了坚实的基础。

结合近期关于学生的热点问题，从“课间十

分钟”静悄悄，到上厕所时间都快没了，再到极致

压缩吃饭时间，学生玩不好、拉不好、吃不好、睡不

好，越来越多孩子集胃病、便秘等问题于一身。我

们不禁要问，教育究竟是为了培养出怎样的人？

教育是为了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有

用的人需要健康的身心和灵魂作为支撑。教育

聚焦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分”只是

“智”的部分，占整体的五分之一。如果忽视其

他方面，过早地消耗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热

情，那么无论学生将来取得多高的成绩、多大的

成就，都会缺少健康这项最重要的“续航能力”。

当前，国家已有所行动，通过延长运动锻炼

时长、增开心理健康课程等方式，保障学生身心

健康、为学生减负。学校作为育人主阵地，应把

国家各项要求真正落实到位。学校勉励学生专

注学习、努力求知的初衷是好的，但绝不应也绝

不能以牺牲孩子们的健康为前提，否则是过犹

不及，造就的只是不眠不休的学习机器，而非身

心健康的人了。当前，不少家长乃至整个社会

都营造出了紧张的氛围与无形的压力，“唯分

数”“疯狂卷”的大环境，对于育人实则无益。希

望全社会能与时俱进，一同扭转这些观念，给予

孩子们合理充分的包容和自由，才能培养出更

多身心健康、活泼灵动的学生，使这样的学生成

长为饱含激情、热爱生活、对社会有用的人。

□吴翠霞

过度医疗是指超过疾病
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的行
为，其中包括过度检查、过度
治疗。过度医疗不仅损失医
保资金与医疗资源，其中巨额
的自费部分也让患者及其家
庭不堪重负，甚至导致陷入家
庭贫困。

在一些国家，医院治疗大
病患者，主治医生制定医疗方
案之后，要经过医疗保险公司
审批。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
括手术药物的费用，只有经过
批准才会动用医保资金。这
么做，既可保证大病患者得到
及时有效的治疗，同时也可避
免过度医疗，从而让医保资金
与医疗资源不被浪费。

王发东 作

投稿邮箱：hkrbp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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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已经结束，多地公布志愿填

报时间，招生入学工作成为社会关注

焦点。少数自媒体为追逐流量和谋取

私利，趁机夸大宣传、断章取义，捏造

不实信息。这些行为不仅增加家长心

理压力，影响学生身心健康，还扰乱正

常招生秩序，损害教育部门和学校的

公信力。

招生入学工作是保障教育公平的

关键环节，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容不

得任何歪曲解读。少数自媒体把招生

入学当作“流量密码”，贩卖“升学焦

虑”，破坏教育生态，亟需予以整治。

不良信息的传播止于公开、止于

透明、止于监管。教育部门要确保及

时、全面、准确发布招生政策和学校招

生计划等信息，对家长关心的热点问

题及时组织解答，不断提高招生入学

工作透明度。网信、公安等部门要拿

出真招实招，对屡屡违规的自媒体账

号加大处理力度，切实维护家长和学

生的合法权益。

网络平台要加强内容审核，从源

头上遏制相关不良信息的传播。少数

自媒体账号会通过使用谐音字、错别

字等手段，规避平台审核。对此，平台

在加大人工审核投入的同时，要加快

技术革新，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快速有效识别和过滤不良信息。

还应设立便捷的举报渠道，并确保

举报信息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面对少数自媒体账号的“话术”，

家长需保持高度警惕。看到“内幕消

息”“缴费占学位”“内部关系入学”等

敏感字眼，要有甄别意识，避免被误

导，从而产生非理性的教育消费行为。

招生入学工作，关乎孩子未来，关

乎家庭幸福。整治涉及招生入学的谣

言，是维护教育公平、营造良好教育生

态的必然要求。各方协同发力，才能

让招生入学工作不受干扰，让家长和

学生免遭坑骗。 □郑明鸿

招生入学不能成为少数自媒体“流量密码” “苏超”“村超”惹谁了？辟谣后还应追责

追求高分数不能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

可谓：
十年树木土先培，
根壮方能承雨雷；
莫催新苗争日长，
参天自有栋梁材！
（打油诗由DeepSeek创作）

用好医保
“救命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