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保健品非药品，

不能包治百病”的观念已

广为传播，但不少老年人

仍频频陷入保健品诈骗的

“泥潭”。近日，上海多位市

民反映，家中老人被一家打

着“国药药材”旗号的保健

品店深深吸引，其通过“打

卡”活动，以线上红包为诱

饵，让不少老人不惜花费巨

资购买其宣称具有多种健

康功效的保健品。

老年人之所以容易

成为保健品诈骗的猎物，

与其身心特点紧密相关：

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

身体机能逐渐衰退，老年

人对健康问题尤为敏感，

极易被夸大疗效的保健

品所诱惑；另一方面，他们

在信息获取和辨别能力上

相对薄弱，难以识破新型

诈骗手段，如本次涉及的

“辅酶Q  ”保健品，就因

其宣称的神奇功效而吸引

了众多老人。

保健品诈骗手法虽

然千变万化，但是其核

心策略始终围绕老年人

的心理需求而展开。不

少营销人员以“关怀”为幌

子，通过嘘寒问暖、赠送小礼

品甚至升级为线上红包

等手段，逐步获得老年

人的信任。一旦信任关

系建立，他们便巧妙地

将话题引向健康领域，

夸大保健品疗效，甚至虚

构治疗案例，诱导老年人

高价购买。

为有效防范此类新型

欺骗行为，需构建全方位、

多层次的防护体系。特别

是对于新出现的“洗脑”招

数，如进群送“红包”，社区

应定期走访、加强宣传教

育，及时发现并干预。同

时，媒体应发挥监督作用，

邀请专家进行科普，如本

次媒体邀请内分泌专家解

读“辅酶 Q  ”的真实作

用，揭示保健品中含量甚

微、效果有限的真相，提高

老年人的辨别能力。

此外，家庭成员的关

爱与陪伴至关重要。家

庭成员应多关心老年人

的生活和情感需求，给予

足够的关爱和陪伴，以减

少老年人对保健品销售

人员的情感依赖，从而降

低被骗风险，为老年人营

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晚年生活

环境。

 
 扫码下载新民客户端     年  月  日/星期三 一版编辑/蔡 燕 一版视觉/窦云阳 本版编辑/胥柳曼 本版视觉/黄 娟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要闻

警
惕
保
健
品
﹃
洗
脑
﹄
新
陷
阱
方
翔

今日论语

本报讯 12月23日至24日，中

共上海市委举行学习讨论会。市委

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

定信心、锤炼本领，不断提高战略敏

捷、战略主动的能力，聚焦裉节、攻

坚克难的能力，把握规律、科学调度

的能力，强化一以贯之、一抓到底的

作风，干字当头、奋力一跳，在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

和示范引领作用。

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围

绕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扎实推动高

质量发展作了讲话。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黄莉新、市政协主席胡文容、市

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并讲话。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

长朱民就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展望及

对我国和上海的影响，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就抢抓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机遇、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分别作了专题辅导报告。

61位同志先后发言。大家围绕谋划

推进明年工作，直奔主题、畅所欲言，

交流思想、开拓思路，提出有启发性、

针对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进一步

形成共识，加强和改进工作。

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

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直面

挑战，坚定信心，把握发展主动、实

现发展目标。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基

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

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

变。上海有龙头带动优势、改革开

放优势、科技和人才优势、治理现代

化优势，有国家战略任务牵引，经济

运行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稳步前

进，有信心有能力有底气保持全市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始终保持头脑

清醒，辩证看待困难挑战，牢牢把握

建设“五个中心”加速机遇、推动贸

易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机遇、

科技创新和人才集聚机遇、走出去

发展机遇，更好以自身的能力提升

扩大发展新优势、以自身的主动性

确定性有效对冲外部不确定性，把

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陈吉宁结合今年以来全市改革

攻坚、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就进一

步改进工作、锤炼本领，做到干字当

头、奋力一跳，同与会同志深入交

流。他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从落实国

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

全出发，更好为国家试制度、探新

路，以战略敏捷赢得战略主动。聚

焦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紧扣

浦东、临港、虹桥等重点区域改革和

深化制度型开放，以开阔视野加强

对形势变化的预判和应对，善于从

全局和战略上思考谋划长远性、结

构性问题，正确处理立和破、内和

外、“树木”和“森林”的关系，增强全

局观念，提高改革举措的系统性、协

同性、耦合性，放大整体效应，为上

海发展打开新空间、创造新机遇。

陈吉宁指出，要拿出“啃硬骨

头”的工作韧劲，增强攻坚克难的能

力本领。把发展高端制造业作为长

期战略任务持续抓好深化，为提升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供坚实支

撑。着眼降本增效，强化点上发力，

各区各园区要围绕重点企业分析难

点问题，找到有效突破口和发力点。

全力打好产业生态培育攻坚战，结合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在抓住裉

节、空间聚焦、全过程加速上下更大

功夫，推动各区深耕细作各自特色赛

道，抓牢牵引产业链发展的关键环

节，不断提升创新和产业要素的密

度、强度和浓度。深入洞察产业趋势

规律，准确把握企业集聚的作用机制

和内在机理，找到具有引领撬动作用

的工作抓手，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

项，推动产业生态加快形成。

陈吉宁指出，要善于掌握城市

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经济运行

调度科学化水平。把关心企业、助

企增利作为抓好经济工作的重要基

础，眼光向下、身子下沉，全面提升

为企服务能力，了解企业真实情况、

及时解决发展难题。着重抓好服务

业调度，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根

据各服务领域特点，强化分类施策、

精准施策。生产性服务业要抢抓数

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建立跨行

业融合发展机制，支持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加快培育具有影响力

的独角兽企业和公共服务平台，实

现规模化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特别是科技服务业要聚焦重点环

节，完善政策和制度供给，加快拓展

概念验证中心、中试熟化平台、产投

基金等功能，健全科技创新服务体

系，更好支持推动科技初创企业发

展。生活性服务业要优化服务供给

主体结构，大力培育员工制的社会

服务企业，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加

快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支持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

陈吉宁强调，要把一以贯之、一

抓到底的作风，充分贯彻到全市工

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强化一张蓝

图干到底的定力，对于认准的事就

要咬定目标不动摇，初心不改、锲而

不舍。建设“五个中心”、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任务具有根本

性、长远性，要持续用力、久久为

功。上海正处在深度转型的攻坚阶

段，要以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

敲。当前形势逼人、时间催人、任务

赶人，各项工作都要奋勇争先，以只

争朝夕的进取精神赢得发展主动。

要强化抓深入、抓递进的劲头，不断

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

所前进，不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

绩。

龚正指出，明年是“十四五”规

划收官之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至

关重要。要干字当头，把中央和市

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找准提

振消费、扩大内需的增长点，以实施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为抓手，促进服务消费提

质扩容、外来消费加速增长、新型消

费发展壮大。找准培育新动能、更

新旧动能的突破点，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深度融合，更好发挥产业集群

效应。找准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内生

动力的发力点，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为牵引，放大改革整体效能，激发经

营主体活力，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找

准优化空间布局、做强载体支撑的关

键点，以培育增量推动“五个新城”上

台阶上水平，以盘活存量推动城市更

新出形象出效益。找准发展为民、发

展惠民的着力点，稳就业、促增收、强

保障，加快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

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好稳定

社会预期，催生消费需求，确保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

市委常委李仰哲、吴伟、赵嘉

鸣、陈通、张为、陈金山、李政、华源，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

同志，市高级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

察长出席会议。全市各部委办局、

各区及人民团体负责同志等参加。

把握机遇提升能力赢得战略主动
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学习讨论会，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聚焦裉节攻坚克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龚正围绕保持经济
稳定增长、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作讲话，黄莉新胡文容朱忠明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记者从

昨天召开的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媒体

通气会上获悉，市知识产权局、市数

据局联合印发《上海市数据产品知识

产权登记存证暂行办法》12月8日起

正式施行，目前已审查通过并公示

158件数据产品，其中74件产品在上

海数据交易所实现了挂牌交易，首单

1亿元的质押贷款已经落地。

据介绍，与国内其他省市的数据

知识产权登记试点相比，《暂行办法》

是唯一由知识产权局与数据局联合

印发的文件，作为目前全国试点省市

中层级最高的“规范性文件”，它经过

公众意见征求和公平竞争审查、合法

性审查，并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同

意，还得到了国家数据局认可。

上海登记试点的重点放在对原

始数据资源进行加工所形成的产品

和服务上，聚焦数据加工产品，兼顾

数据加工集合、数据技术算法，既回

应了市场主体对可流通交易的数据

加工产品和服务的登记需求，又避免

了理论界关于原始数据集合是否具

有知识产权的争议。尤其是对数据

技术算法开展登记，目前在国内是唯

一的，满足了数据企业的迫切需求。

上海数据交易所近日宣布，联合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武汉分行，落地

上海首笔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案例。此次融资涉及的核心资产

是武汉理工数字传播工程有限公司

的“睿思数据平台”知识产权，获得1

亿元银行授信。此前，这件数据产品

已通过实质性审查和登记，在上海数

据交易所挂牌。

与其他试点地方以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服务中心、标准研究院和数

据交易公司名义颁发登记证书不

同，上海是唯一以行政机关——市

知识产权局名义颁发登记证书的地

方。很多外地企业前来申请，就是

看中了行政机关发证的权威性。目

前，上海已建立由100多家数据企

业、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组成的“知识产权数商”，并在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G60科创走廊、徐汇漕河泾开发区等

重点区域进行多次政策宣讲，开展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服务，更好地服

务市场主体。

本报讯（记者 易蓉）2013年，闻

玉梅院士、宁寿葆教授夫妇以个人

名义捐赠50万元在复旦大学发起成

立“一健康基金”。昨天，2024年度

“一健康基金”颁奖典礼在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明道楼一楼报告厅举

行。12年来，基金共募集捐赠1200

万元，每年奖励为“一体化健康”作出

积极贡献的复旦师生，累计颁发奖金

近300万元，奖励350余人次，举办

“一健康”讲堂系列讲座，支持多项子

课题研究，促进“一体化健康”理念的

传播和实践。

继去年再次捐资50万元设立

“一健康”老年医学项目后，闻玉梅

院士又将自己积攒的100万元捐赠

给颜福庆医学教育发展基金，支持

2027年上医创建百年院庆重点项

目东一号楼修缮工作。这幢建成

80余年、拥有红色清水砖墙和明黄

色琉璃瓦顶的中国传统建筑是上

医文化的象征和上医人的精神家

园，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发展

的历程，也在闻玉梅院士心中留下

了与上医结缘并聆听钱惪、林兆

耆、苏德隆等名师大家教诲的深刻

记忆。

上海试点数据产品知识产权登记
这项国内“唯一”服务让1亿元质押贷款落地

闻玉梅院士捐百万元助上医修老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