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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重点领域，依法严厉打击
据了解，淮南市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相关

行业领域整治相结合，加大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日

常监管力度。该市扭住农村涉黑涉恶问题这条主

线，把专项斗争的重心和打击的矛头对准农村基

层政治生态建设。今年以来，全市共排查软弱涣

散村、社区党组织 51 个，一村（社区）一策进行整

顿。在村、社区“两委”换届中，明确规定存在涉黑

涉恶 13 种重点情形之一的不能作为换届候选人，

对候选人资格条件实行市县乡村四级联审制度，

全市取消候选人资格26人。

最近几年，以民间借贷为幌子，通过虚增债

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虚假诉讼等各种方式非法

占有公私财物的“套路贷”案件不断增多，造成当

事人大量财产损失，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黑恶

问题。通过线索摸排，淮南市公安机关打掉了作

恶多端、为祸一方的蔡天宝“套路贷”团伙，先后抓

获犯罪团伙成员21人，扣押轿车3辆，查扣涉案资

金数十万元，一举清除了这个作恶多端的犯罪组

织，有效治理了城市发展中的民间金融乱象。

此外，近年来，淮河流域淮南段非法采砂活动

突出。受暴利驱动，各采砂团伙相互勾结，疯狂采

砂，造成大量水土流失，严重危害了沿河生态环

境。围绕扫黑治乱，淮南市先后打掉了以寿县管

宇为首的涉黑团伙，以潘集汪传高为首的非法采

砂团伙，打掉了纠集宗族势力、大肆盗采河砂的村

主任吴海团伙，全市共抓获各类涉砂人员 52 名，

非法采砂乱象已经基本得到遏制。

坚持“一案三查”，毁伞拍蝇
黑恶势力犯罪猖獗很大程度是由于背后的

“保护伞”。该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对涉黑

涉恶案件实行“一案三查”，既查黑恶势力犯罪，又

追查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倒查党委、政

府的主体责任和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防止

就案办案、就事论事，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

的“保护伞”问题优先处置，绝不姑息。建立线索

移送机制，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的密切

合作，将涉嫌违法违纪的“保护伞”及时移送纪检

监察机关调查处理。今年以来全市共查处为黑恶

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8人。

此外，该市还采取多种形式发动群众积极参

与，市扫黑办制定印发《应知应会手册》，并通过多

种方式公布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表现形式，

举报电话、邮箱、信箱，进一步畅通了社会监督通

道，截至目前，共接收群众举报线索 59 条。对群

众提供的线索，也是确保做到件件有回音，用实际

行动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

案例一：网购10件退了6件
建议：双十一“剁手”需理性

“买了 10 件退 6 件，基本可以告别双十一网购

了。”日前，合肥市民李先生在朋友圈如此感慨，不少

网友调侃“快递行业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发展。”

李先生告诉记者，平时没有时间逛街，男同志也

懒得逛，觉得在网上买方便一些，再加上双十一的优

惠，所以也早早做了些准备。“有些是预付款的，有些

是双十一当天临时‘加单’的，10 件衣物花了差不多

5000 元，算下来也不算太便宜。”但最让李先生郁闷

的是，收到快递以后发现不少衣服与理想中的有点差

距，“大小不合适、质量不看好、有些还有色差……”鉴

于这些原因，李先生先后退了6件货，“没有买运费险，

快递费贴了30多块。”

“冲动是魔鬼啊！”提起双十一网购，李先生懊悔

不已，“说是不买了，但明年双十一可能还会冲动。不

过应该不会买这么多了，‘剁手’还是要理性。”

案例二：网购40余件退2件
建议：不少快消品值得购买

家住合肥蜀山区的市民刘女士双十一可谓“收获

颇丰”，当天，一家老小的衣物及日用品、生鲜总共购

买了 40 余件。刘女士告诉记者，目前还有 5 件在路

上，其他已到货的基本满意，“只有两件衣服尺码不合

身退掉了。”

双十一不少电商打出促销活动，对此，刘女士表

示，像她在天猫生鲜店购买的生鲜基本上就是半价

了，再加上满减券，非常划算，买到等于赚到了。但是

衣服鞋子购买仍要谨慎，“买了一双鞋子比实体店平

时价格便宜二百元，加上双十一线下活动，折扣应该

差不多，但是懒得再跑，就一起买了。”

明年双十一该如何“备战”？刘女士建议，可以

根据家庭需要购买一些生鲜和日用品等快消品，一

是便宜，二是实用。“像衣服鞋子这些，如果不想退货

的话最好先到实体店里试一下，找好款式和尺码。

总之还是要根据个人需求，可以提前做好规划，而不

是跟风乱买。”

案例三：网购10余件退1件
建议：长期关注价格计划性购买

“有的商品，原价599元，预售299元，但是可能此

前聚划算的时候就卖259元，若长期关注这个产品的

价格，就会知道这时购买并不是最便宜。”淘宝达人郑

女士表示，她现在基本上都是网购，很少在实体店买

东西，但在购买时，也更趋于理性。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郑女士网购了 10 余件东

西，退货 1 件，基本以家居类为主。“像卷纸那种东

西，本身就不贵，活动便宜个三五块钱，没有太大差

别。进口的产品便宜就要多点。”熟悉网购的她，早

已摸清“套路”，“基本上都是网购，所以也不爱集中

在双十一买了。”

郑女士建议，如果双十一准备大抢购，还是要长

期关注价格，不要单纯受网站双十一宣传的影响，“若

长期关注某个产品的价格，就会知道双十一购买是否

最划算，另外要有计划性地购买，买自己经常买、经常

用的商品。”

我省8家医疗器械企业不合格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未经备案经营二类医疗器械拒不整

改，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经营三类医疗器械，企业未建立员工健康

档案……日前，安徽省食药监局公布最新一期医疗器械监督检

查信息，在受检的 2652 家医疗器械企业中，限期整改 472 家，不

合格 8 家。

8家不合格被查处
此次检查范围涉及全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

检查形式为跟踪检查、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

检查发现有 7 家经营企业不合格，分别是滁州华巨百姓缘大

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萧县五店无《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

第三类医疗器械“无菌笔式注射针”；安徽同春堂医药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怀远县祥和大药房未经备案经营二类医疗器械拒不整

改；明光市远镜闻明眼镜店涉嫌无证经营医疗器械案；芜湖市正

玉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未建立员工健康档案；芜湖欣瑞阳光医药

有限公司的库房已发生变化，不能满足经营要求；枞阳县金猴大

药房有限公司会宫店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经营三类医疗器械；黄

山市万众眼镜销售有限公司无相关制度、培训、未设立医疗器械

专区、无从业人员健康证。生产企业 1 家不合格，即安徽禾泰药

业有限公司无生产设备。

472家有缺陷需整改
检查中，还有472家单位或企业因为存在各种管理缺陷而被责

令整改：如肥东县宝岛眼镜有限公司验收记录、销售记录不符合要

求；灵璧县大路民康大药房未建立培训档案，未定期检查、维护器

械；唐集镇赵圩村卫生室购进发票不全；太和县新龙保健品有限公

司销售记录不全；安徽韵天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淮南人民北路店缺

质量人员任命书；明光市自来桥镇桥南村卫生室无医疗器械验收记

录；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未配备质量管理机构或人员；当涂中

山医院质量管理制度不完善；芜湖县虔诚大药房无医疗器械培训档

案、医疗器械有混放现象；泾县昌桥乡泉水村卫生室未建立不合格

医疗器械台账；铜陵市宝视吉眼镜有限公司购进三类医疗器械未索

取供货单位资质证明；池州市大明眼镜行2018年度培训记录、养护

记录不完整；安庆宏峰义齿制作中心生产设备应当有明显标识，防

止非预期使用，烧洁炉检修状态未见标识；祁门县天下康中心药房

有限公司医疗器械与非药品混放；广德蓝岛眼镜店计算机系统不完

善；宿松县南北药行有限公司玉龙店培训记录不全等等。

买10件退6件
“剁手”需理性

经历过双十一的购物“狂欢”，近日很多市民都是“收快递收到

手软”。网购的物品是否满意？真的“省”了吗？退货率如何？日

前，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在

省城采访了一些市民，“火拼”过后，有市民悔称双十一“剁手”需理

性。也有人表示，提前做好攻略，“买到就是赚到”。

□ 记者 于彩丽

淮南市摧毁涉黑社会性质组织7个
打处涉案公职人员9人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淮南市始终

保持对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突出凡黑必扫、有恶必除、除恶务尽，采取一系列

有效措施，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截至目前，全市共摧毁涉黑社会性质组织7

个，打处涉案公职人员9人，打处涉黑恶村干部20

人，扫黑除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有效增强了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记者 徐越蔷

双十一网购火拼过后的冷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