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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以来，新一轮新冠肺
炎疫情来势汹汹。宁夏银川、吴忠、
中卫等地先后出现确诊病例。

疫情初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妇
联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落实“双报到、
双报告”制度，分别到所在社区报到
参加志愿服务。

在自治区妇联的带动引领下，
全区27个市、县（区）妇联组织均在
社区设立“兰花芬芳”巾帼志愿岗，
4.6万多名妇联干部、执委、巾帼志
愿者投入抗击疫情第一线。

疫情期间，无数的巾帼志愿者
和社区工作者们完成了“最后一米”
的投递，让各种物资直达封控居民
手中，让数以万计被封控在家的人
“稳稳地，很心安”。

——宁夏抗疫大幕下的巾帼群像

微光成炬，温暖了2021年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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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世康

10月下旬以来，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来
势汹汹。宁夏银川、吴忠、中卫等地先后出
现确诊病例，一时间，街头冰冷，城市冻结。

疫情面前，有人恪守诺言模范带头，有
人并肩逆行倾尽全力，有人“疫”无反顾默默
奉献。一个个小我，一束束微光，定格成
2021年冬天宁夏战“疫”的巾帼群像。“我们
每个人只是时代微小的一员，但千千万万个
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城市和病毒之间的一堵
隔离墙。”

经过20多个日夜的艰苦鏖战，宁夏人
手挽手、肩并肩，一起闯过乌云漫天，迎来旭
日暖阳。截至11月10日，宁夏连续四天新
增确诊数为“0”。这是来之不易的“0”，是
难能可贵的“0”，是充盈着温度、泪水和汗
水的“0”，是承载了太多人守望的“0”。

冲一线去！
推开2021年冬天的大门，与漫天的雪

花翩跹而至的，还有那一抹点缀在白雪之间
的红。

随着疫情的蔓延，很多人被隔离在家
里，银川、吴忠、中卫等城市的各个小区都有
单元被陆续封控。一时间，社区一线防控力
量吃紧。

疫情不等人！区直机关工委发出动员
令，全区各级机关干部驰援一线，帐篷外、孤
灯下、寒风中，一个个坚守的身影构筑起疫
情防控的钢铁长城。

“需要志愿者吗，我是党员，来报个到。”
疫情初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妇联机关全体党
员干部落实“双报到、双报告”制度，分别到
所在社区报到参加志愿服务。区直机关工
委发出机关干部下沉一线的动员令后，自治
区妇联组建“兰花芬芳志愿突击队”，16名
党员干部下沉银川市丽水社区，按照社区的
统一调度，定点服务9栋封控居民楼、37个
封控单元450余户居民。

了解到自治区妇联大部分是女干部，
社区准备给她们安排一些轻松点的活儿，
自治区妇联权益部部长周文盈拒绝了，“到
了社区，没有职业的差别，没有职务的高
低，我们都是志愿者。”下沉干部们全天候
值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守门员、宣传
员、服务员、快递员、卫生员……各种志愿

岗位“干了个遍”。
在自治区妇联的带动引领下，全区27

个市、县（区）妇联组织均在社区设立“兰花
芬芳”巾帼志愿岗，4.6万多名妇联干部、执
委、巾帼志愿者投入抗击疫情第一线。

疫情期间，无数的巾帼志愿者和社区工
作者们完成了“最后一米”的投递，让各种物
资直达封控居民手中，让数以万计被封控在
家的人“稳稳地，很心安”。

“我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快吃完了，
能不能帮我买个药？”“能不能帮我取一下快
递，这是取货码。”“34号楼1单元的居民下
来做核酸啦！”“儿子给送来了三袋子土豆，
到小区门口了，能不能帮我拿一下？”面对居

民各种各样的诉求，一天下来，巾帼志愿者
们嗓子像“冒了烟”，双腿像“灌了铅”，但没
有人退缩、没有人抱怨，所有人都有一个共
同心愿，早日战胜疫情，早日回归正常的生
活。

10月25日，青铜峡市开展第一轮大规
模核酸检测，红寺堡区派遣90名医护人员
驰援。红寺堡姑娘顾丽娟主动请缨，申请到
抗疫第一线“战斗”。检测开始的第一天，她
就收到爷爷去世的信息，一边是亲人离世的
巨大悲痛，一边是严峻的疫情形势，在责任
面前，她选择将悲痛埋在心底。顾丽娟说：

“等疫情结束后，我要在爷爷坟头痛痛快快
哭一场。”

11月 7日深夜，一场大雪悄悄来临。
雪花簌簌地飘落，蓝色帐篷不知不觉盖上了
一层厚厚的绒毯。雪夜里，宁夏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的干部刘维良值守在封控楼下，风从
帐篷的缝隙里四面八方钻进来，因为担心居
家隔离人员不守规定深夜出门，一个晚上，
刘维良来回巡逻多次，整夜不眠。

天上没有明月，执勤点的灯光彻夜亮
着。很多人睡着了，有人依然醒着……

到后方去！
“你数一下还差几盒？多放肉，菜装满，

让大家吃饱，吃好。”11月2日，吴忠市鹏翔
美食楼的厨房里，炒菜声、油烟机轰鸣声、急
促的脚步声混在一起，像一首特别的交响
曲。这是免费送爱心餐的第5天，热气腾腾
的400份盒饭装车完毕，带着满满的关爱

“奔”向防疫一线。
吴忠市女企业家协会的丁红莉是鹏翔

快餐店老板娘，疫情发生以来，看到千余名
机关干部、志愿者日夜奋战在卡点，吃不上
一口热饭，就发起“爱心盒饭暖心行动”。“大
家都不容易，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为了
我们的安全，每天坚守，非常辛苦。我们别
的忙帮不上，只能做一些爱心盒饭，送给大
家。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齐心协力，一定能
战胜疫情。”丁红莉说。

最近一段时间，吴忠市女企业家协会会
长吉芬的电话成了“热线”。

部分女企业家因为被封控在家，不能到
现场参加志愿服务，纷纷打来电话。“会长，
我在家里出不去，先帮我购买1000元物资，

我要捐赠。”“我最近生病出不了门，麻烦会
长代我采购2000元钱的方便面、牛奶捐赠
卡点。”“请会长帮我购买500元钱大米捐赠
给丁红莉的餐厅，支持她继续免费送餐。”

“会长，我们医药公司组织了一批口罩，马上
送过去。”……

这些爱心如同涓涓细流，从四面八方汇
聚而来，成为保障疫情阻击战的一股强大力
量。宁夏战“疫”的每一幕，都有前方战士们
的无畏坚守，也有后方保障者的默默奉献。

疫情来袭，银川市掌政镇镇河村许多村
民居家健康监测、足不出户。眼瞅着温棚里
的蔬菜即将上市却无人管理，杂草丛生，村民
犯了愁，大伙儿都闹着要出去。村妇联组织
了一支巾帼小分队，“你们安心在家，田里的
活计有我们帮衬着。”红马甲们顶着寒风、踩
着泥泞，为十几栋蔬菜大棚里的油菜除草。

银川市妇联在得知确诊病例中有一名
两岁的孩子后，紧急为孩子筹集了奶粉、衣
物等急需生活用品，盼着宝宝早点好起来。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年过七旬的老党员王兰花坚守一线，在吴忠
市利通区金星镇裕西小区和志愿者每天值
守，协助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自治区妇联紧急调拨宁
夏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资金，争取社会支
持，分批向一线抗疫人员捐赠保温杯、口罩、
方便面、自热米饭、牛奶等物资。截至目前，
全区各级妇联募集牛奶、电暖器、防护服、口
罩等物资140余万元支援抗疫。

往心里去！
“阿姨，这个送给你……”11月3日，在

丽水社区值守的自治区妇联干部常娜收到
了一朵特别的“花”。

花朵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致敬
所有防疫一线的天使们！虽然我们素不相
识，但是没有你们的保护，就没有我们的安
全。你们是最可爱的人！希望早日花开！
祝愿您健康快乐！阖家幸福！”

常娜说：“那一刻，所有的辛苦劳累仿佛
瞬间化为乌有，一切都值了。”

疫情面前，一声谢谢，一句加油，一个微
笑，都能给身边的人无限力量。11月9日，
常娜值守的居民楼整体解封，有两位居民从
单元门走出来后，第一时间攥住她的手，“太
谢谢你们了，你们辛苦了！”

隔离线内外，所有人都有同一种守望，
付出着，收获着；奉献着，也快乐着。

银川市森林半岛一处帐篷里，马晓梅已
经值守了很多天。桌上的一本书里，夹着儿
子写给她的一张纸条，字迹歪歪扭扭的，“妈
妈，我知道你很忙，我很想你。”旁边还画着
一张全家福。

马晓梅的儿子今年上一年级，这段时间
独自在家上空中课堂，她和丈夫都忙碌在抗
疫一线，已经好几天没见到孩子了。刚开始
做志愿者，马晓梅的公公婆婆都不理解。“哪
儿危险往哪儿钻，在家里陪陪孩子不好吗，
做啥志愿者，就你能？！”马晓梅没说啥，默默
地穿上红马甲出门了。每天拖着沉重的身
体回去，婆婆虽然嘴上嗔怪，还是变着样儿
地做各种吃的，炖羊肉、臊子面……“犒劳”
她这个前线“战士”。马晓梅说：“每个人都
有家，只有大家暖了，小家才能暖，希望疫情
早点过去，每个家都暖暖的。”

微光可成炬，滴水汇江河。
时光会记录2021年的冬天，定格这场

战“疫”的声音。纵然此刻仍是寒风凛冽，但
冰雪消融处，孕育着磅礴的春之声！

□ 新华社记者 覃星星 雷嘉兴

1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治化程度达到新水
平。

记者发现，在多地偏远农村，有
不法分子以“推广医保电子凭证”为
名，骗取村民重要个人信息牟利，需
要引起警惕。

警惕医保电子凭证
“村推”新骗局

医保电子凭证由全国统一的
医保信息平台签发，是参保群众和
相关机构的身份标识。据国家医
保局相关工作负责人介绍，通过医
保电子凭证，参保群众不需要携带
实体卡证，就可以完成挂号就诊、
医保结算、检查取药等相关医疗服
务，有效改善群众的就医购药体
验。我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均已支持使用医保电子凭
证。

记者了解到，当前为了便利农
村居民，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村居民
注册、激活、使用医保电子凭证，部
分获得医保电子凭证接入授权资
格的第三方渠道平台会聘用服务
团队下沉到农村地区，以“村推”形
式帮助当地群众激活医保电子凭
证。

记者从广西贵港市公安局网安
支队了解到，不久前，当地警方成功
打掉一个借“村推”医保电子凭证名义非法获取村民重要
个人信息的不法团伙。在3个月的时间里，该团伙先后
用1.88万名群众的手机号和相关个人信息注册各类网
络账号10多万个，出售牟利。此外，他们售卖的公民个
人信息多达数万条。

贵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教导员蔡华告诉记
者，此类非法“村推”活动已成为网络诈骗、赌博等不法活
动中“黑账号”的重要来源，不仅涉嫌严重违法犯罪，还导
致个人信息被骗走的村民“‘罪’从天降”。

打击为啥难：需求真、演技好、利益大
记者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往往挑选边远农村下手，团

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具有隐蔽性强、欺骗性强等特点，
增加了打击难度。

——非法“村推”瞄准真实需求，增强欺骗性。截
至今年7月，我国医保电子凭证全渠道激活用户已超
7.2亿。但当前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村注册、
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的参保人员与城市相比仍较少，
受具体条件限制，广大村民特别是中老年村民对“面
对面”“进村”推广、指导使用医保电子凭证有迫切需
求。

——不法分子打着“政策推广”幌子，伪造身份，欺骗
村干部和村民。“他们会身着仿制的正规团队制服，带着
假工作证件、假医保局文件，使用医保局官方标语。”贵港
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队长张迩迈告诉记者，非法“村推”
人员大都将办事场所设在村委会办公楼，部分不明真相
的村干部还会热心帮忙介绍和组织人员，更令村民真假
难辨。

办案民警称，为增强迷惑性，此类不法团伙对其成员
的言谈举止都有专门的“话术”模板。

——团伙流动性强，作案方式可简单复制。记者了
解到，非法“村推”通常以县市区一级为单位，不法分子驻
村推广。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作案，得手后会
马上销毁相关证据并流窜到别处继续作案。另外，非法

“村推”作案手法简单，人员只要稍经培训就能立刻“上
手”。

——非法“村推”背后有完整“黑产链条”，利益诱惑
巨大。“被我们打掉的这个团伙，通过非法‘村推’每天约
能骗取200名村民的手机号码等重要个人信息。”张迩迈
告诉记者，团伙的上家非法“号商”分布在广东、福建、安
徽、四川等地，他们出高价收购各地不法分子非法获取的
个人信息和“黑账号”，再将其用于网络诈骗、赌博等不法
活动，形成明显的黑产链条。

强化“警、企、医”联动打击力度与深度
公安部网站日前发布消息称，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

门结合开展“净网2021”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以“推广医
保电子凭证”等为幌子，非法收集农村中老年群众手机号
等个人信息并恶意注册贩卖网络账号的非法“地推”团
伙，目前已侦破相关案件90起，打掉团伙60余个，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550余人，查获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
信息60余万条、网络黑号4万余个。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建立健全打击整治联
动机制，保护群众信息安全。

——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增强“适老”智能化服务。
当前，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公民信息领域犯罪是
平安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广西社科院研究员姚华表示，类似案件中，大部分
受害者是农村老人，有关部门应特别注意在提升智能
化服务水平，改善就医服务体验的同时，保障老年人特
别是欠发达农村地区老年人同等享受技术红利的权
利。

——加大正规渠道推广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的力度。
贵港市医保局办公室主任卢钰建议，一方面应加大在定
点药店、定点医院等两定机构的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应用
推广力度；另一方面，村干部应与政府有关机构加强联
系，积极掌握相关政策与信息，对“村推”团队加强甄别，
避免村民被骗风险。

——完善“警、企、医”联动机制。黑龙江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副教授杨志和建议，应尽快建立常态化的联动和
通报机制。警方、医保部门与科技企业之间要加强沟通，
在清查非法注册账号、查清犯罪关联信息时形成合力，及
时制止侵害群众信息安全的行为。

□ 新华社记者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出台以来，不少城市
针对超标电动车设置过渡期。然而记者调查
发现，随着过渡期结束，仍有大量超标、拼改装
电动车上路行驶，带来巨大安全隐患。近年
来，超标电动车引起的交通及火灾事故频发，
但依旧有人不以为然，“把事故当故事听”，这
背后是必须整治的改装乱象和亟待改变的监
管困局。

满街多见超标车
时速不超过25公里、整车重量不超过55

公斤、电池电压不超过48伏、带有脚踏骑行装
置——这是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硬性指标，
也是安全骑行的保障。截至目前，新修订的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已出台
3年多，各大中城市近一两年过渡缓冲期也陆
续届满，但据记者观察，一些地方超标电动车
依旧满街跑。

北京超标电动车3年过渡期已于今年10月
31日结束。11月1日起，北京交警严查“驾驶拼
改装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等重点违法行为。

9日下午，在西城区菜市口路口，西城交
通支队民警在1个小时内查处多辆私自改装
电池的违法行为。其中一辆电动车在车辆底
部隐蔽地加装了两块电池，电池电压接近65
伏。朝阳、通州等区交管部门也于近期查处了
大量超标电动车违法行为。通州交通支队长
陵营大队警长崔举梓告诉记者，违法者私自加

装的电池大多没有品牌和参数，外观粗糙、质
量堪忧，有的就用铁链子固定在脚踏板处。

记者注意到，不少改装车辆违法者为快递
或外卖人员。有车主花费超出电动车本身2
到3倍的价格加装电池，经交警现场测量，电
池电压达到78.5伏。部分车主称，他们在原
车上了牌照后才进行改装，目的就是为了跑得
更快、增加车辆续航里程，多完成订单。

除了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巨大的城市外，在
县城、农村地区，执行“新国标”的力度更是普
遍不够，超标电动车大量存在。一位业内专家
向记者表示，总体来看，目前各地电动自行车
改装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谁是改装的幕后推手？
电动自行车改装主要集中在解除限速和

加装电池增加续航里程等方面。这些车辆是
如何改装的？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推出了
解除限速和智能防查系统，合规电动车摇身一
变就“超标”。

在山西太原某知名电动车品牌专卖店，商
家表示售卖的都是“新国标”车，不过店员将车
上的几根电线一连，直接就解除了限速。“带你
体验速度与激情。”这位销售人员说，解除限速
后车辆最高时速可达60至70公里，而且不管
速度多快，速度表上只显示25公里/小时。

有受访者告诉记者，一些非主流品牌电动
自行车，出厂直接预留改装操作空间，简单操
作就能实现提速。记者也在网上找到数个相
关视频，其中一段视频教程显示，将某品牌电

动自行车关掉电源，随便捏刹车杆，把电门拧
到底保持住，再打开电源，保持一分钟以上，限
速就被解除了。

而一些知名品牌则有专用的控制器、解码
器。记者走访太原电动自行车市场发现，几乎
所有品牌经销处都可以购买后解码。而网上
售卖的解码器更是琳琅满目，电商平台上可以
随意购买，售价从几十元到100多元不等。其
中部分商品明确标有“解除限速”“恢复限速”
等字眼。商家也专门做了教程，“5分钟搞定”

“女士都能操作”。
“如果想要更快速度，还可以额外更换电

池和控制器。”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改装后
的电池配合专用的控制器，时速甚至可达七八
十公里。如果在网上购买，同样配有安装教
程，可以自行操作。

此外，有销售者称，有的厂家在电动自行
车出厂环节就预留了更大的电池空间，这就为
电池改装提供了方便。根据消费者自己的选
择，标准的48伏，超标的60伏和72伏电池都
可以购买安装。一段网上的视频教程显示，针
对外卖等行业的续航和动力要求，可以再加装
一组电池，甚至两组不同属性的电池也能同时
安装在电动自行车上。“比直接购买大容量电
池划算”，商家如是宣传。

分类治理与“全生命周期”监
管势在必行

相关专家表示，改装车辆数量不少，亟待分
类处置，应协调多个部门对电动自行车从生产、

上牌、上路及回收实施“全生命周期”闭环监管。
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观察员贾

永峰表示，按照“新国标”要求，对车辆应当分
级处理。比如，对于篡改电池种类、擅自提升
电池容量、解除限速、提升速度等改变其产品
属性的严重违法行为，要严厉查处；对于拆卸
脚踏骑行装置、加装车辆外形塑件、保险杠等
改变外观行为，其带来的危害相对不是很突出
和严重，要及时纠正。

要在生产环节严堵给改装留“后门”、提速
设“暗码”的行为。按照“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的软硬件均应具有防篡改设计，防止擅自改动
最高车速、功率、电压、脚踏骑行能力等。受访
人士表示，企业应自我规范，监管部门也要加
强对企业的监管和抽检，从源头上压缩私自改
装空间。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
有量约3亿辆，数量多、监管涉及工信、市场监
管、交通、应急等多个部门，建议在政府层面统
一协调，变“九龙治水”为“一条龙”式监管。记
者了解到，在浙江省，一种全链条、全流程、全
闭环监管模式正在实施，实现了从生产、销售、
登记、骑行、充停、维修到回收全过程监管。“目
前做好监管已不存在技术障碍，关键是政府的
决心。”贾永峰说。

此外，针对快递、外卖等使用群体，除了加
强管理外，各平台、公司还要主动适应、带头遵
守“新国标”要求，对原有配送算法进行调整、
优化，建立更加人性化的考核机制，让骑手安
全骑行。 （记者 魏飚 鲁畅 许雄 阳娜）

“疯狂电动车”改装乱象亟待“一条龙”式监管
超标电动车满街跑，要速不要命！

志愿者们正在装配爱心盒饭。

巾帼志愿者正在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多措

并举，建立健全打击整治联动

机制，保护群众信息安全

● 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增强

“适老”智能化服务

● 加大正规渠道推广激活

医保电子凭证的力度

● 完善“警、企、医”联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