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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岚皋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20 名退伍老
兵，到县老年公寓进行短期疗养，努力为最可爱的人营
造温暖的“家”，让“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活动润泽退伍
老兵心田。

据悉， 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县老年公寓每年组
织两期退伍老兵短期疗养，为他们开展健康体检、保健
知识讲座、观看红色电影和文艺演出等丰富文娱活动，
还组织到牛蹄岭战斗遗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让优抚
对象重走赶考路，缅怀革命先烈。该县还组织退伍老兵
参观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茶园、 游览安康瀛湖旅游
景区、天书峡，使他们感受家乡的美丽景色和人民的热
情淳朴，在了解乡村振兴中受到教育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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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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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全民
医疗保障规划》，我国将加快构建医保电
子凭证等智能化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国
家医保局将继续推广应用医保电子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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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还提醒， 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的
手机号多数未注册网络账号， 且他们对
智能手机又缺乏了解，警惕性差，是不法
分子的理想“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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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广大群众
应提高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的警惕性和自
觉性， 切勿将手机等物品交给陌生人独
自操作，切勿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避
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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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
华建议， 监管机构应对第三方平台渠道
在本地区开展的运营推广活动进行严格
复核， 有关机构应冻结或注销被恶意注
册的虚拟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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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星星 雷嘉兴）

遇到这种“好心”请特别小心！
———警惕医保电子凭证“村推”新骗局

本报讯（记者 杨迁伟）为不断提升街道党建工作水平，加快推进“五个老城”
建设，11 月 5 日，汉滨区老城街道组织召开城市党建争先锋工作推进会。

党建品牌是什么，如何发挥效果；党史学习教育的特色亮点有哪些；共驻共
建积分制和“321”基层治理结合的实效数据；党建物业联建工作如何推进，效果
如何；推进会上 11 个党组织重点按照以上四个层面进行工作汇报。 街道党工委
主要领导对各党组织党建工作进行点评总结，围绕党工委确定的“5432”总体工
作目标，强调要主动学习新理论新思想，继续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老城街道召开城市党建争先锋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李永明 冯小平）11 月 11 日，全市水利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举行。 主会场设在汉滨区张滩集镇防护三区防洪工程现场。

汉滨重点开工建设的汉滨区张滩集镇防护三区防洪工程起始于黄洋河北桥头，
终于奠安塔基石，全长 1111.12m,总投资 8960万元，预计 2022 年年底竣工。

身穿红马甲，一个人、一双腿、一网
格，穿梭在群众家中；一支笔、一个本、
一个包，记录着社情民意。 这是石泉县
饶峰镇网格员的日常工作写照。

“网格员的联系方式都贴在了楼道
里， 我们有什么困难只需要打个电话，
网格员就能第一时间赶到为我们解
决。 ”如今，饶峰镇的群众提起网格员，
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近日， 集镇社区接到群众反映，关
山安置点有居民吵架，集镇社区网格员
邓义娟、冯小慧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经
了解，3 单元 2 楼居民因楼上邻居响动
较大，影响正常休息，双方在沟通过程
中发生争吵和推搡。 邓义娟、冯小慧分
别到双方家里安抚情绪并耐心协调，化
解了双方的矛盾， 问题终于圆满解决
了，两家人的关系也重归于好，邻里之
间更加和谐。

嫌婆婆“出言不逊”，光明村媳妇小
刘正与丈夫闹离婚，网格员张鑫在问清
事情缘由后， 上门找到小刘的婆婆谈
心，从小刘把家里由里到外收拾得干干
净净谈起， 张鑫拉着老人的手说：“大
娘，看您多有福气呀，儿媳不仅能持家，
还把您照顾得这么好，就是亲闺女也不
一定能做到呀！ ”听了这一番话，婆婆也
感觉自己说话确实有些过分， 心生悔
意，便当着张鑫的面儿直夸小刘是个孝
顺的好儿媳。 经网格员张鑫及时调解，
婆媳之间的矛盾顺利化解。

“你们来得正好， 我有一个问题要
向你们咨询。 ”胜利村李大爷拦住正要
入户宣传惠民政策的网格员王倩说道。
王倩经常和镇村干部一起入户为村民
发放惠民政策宣传单。村民们对这些惠
民政策非常感兴趣。老年人比较关注医
疗方面的政策，而年轻人更关注法律方
面的政策。 对于村民不明白的地方，王
倩每次都耐心讲解。 了解这些政策之
后，村民们纷纷感叹：“现在国家的政策
真是好呀！

汉 滨 区 水 利 重 点 项 目 开 工 建 设

本报讯（通讯员 汤雨）11 月 13 日，在汉滨区民政局的衔接下，陕西省江西
商会为汉滨区谭坝镇捐赠总价值 23 余万元的棉被、羽绒服、鞋子、书包等物资，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为困难群体送来了温暖。该局将结合正在开展的进村“六查”
入户“六问”行动，将捐赠物品送达到最需要关爱的弱势人群手中。

汇 聚 社 会 力 量 温 暖 困 难 群 体
本报讯（通讯员 卫艳 梁露）“我叫孙 XX（编者隐

去），现在在白河县冷水初中上初一……特别是我个人
要感谢‘江苏省镇江市建筑行业协会’，在他们的帮助
下，我要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近日，江苏镇
江建筑行业协会收到这样一封感谢信，字里行间中无
不透露着感激之情。 2018 年，因苏陕协作之缘，江苏镇
江建筑行业协会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召、本着扶贫济
困、守望相助的大爱精神，与白河县结下深厚情谊，连
续四年以来，持续资助 10 名贫困学生，为孩子们点燃

希望之火。
这只是社会组织参与白河扶贫工作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白河县民政局充分发挥主管部门优势，紧抓苏
陕社会组织协助的机遇， 将相关扶贫需求信息与社会
组织进行对接。据统计，江苏省各级社会组织累计投入
资金 217 余万元，用于支持白河产业扶贫、技术扶贫、
医疗扶贫、教育扶贫、电商扶贫等，在扶贫助残、帮扶济
困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推动白河经济高质量
发展贡献了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刘贵棠 冉平）11 月 13 日，旬阳市守护汉江志愿者联合会
在旬阳市吕河镇挂牌成立。

旬阳市守护汉江志愿者联合会是在旬阳县吕河汉江绿色环境保护志愿者工
作站基础上发展成立的，该站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11 日，由旬阳交通运输局挂
牌设立，以保护汉江青山绿水为宗旨，积极当好守护河流的巡查员、宣传员、联络
员，先后在汉江流域镇坪、平利、汉滨及旬阳的蜀河、双河、甘溪开展各类保护汉
江水资源宣传活动，并坚持在汉江流域打捞河面垃圾及漂浮物，3 年来共计开展
活动近百余次，收集垃圾近百吨，为保护一江清水送北京注入了强大社会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朱烁旭）日前，紫阳县洞河镇全面推广“321”基层治理模式。
该镇成立推广“321”基层治理模式领导小组，4 次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2 次

召开动员部署会、业务培训会，明确工作流程，细化职责任务。 确定街道社区、红
岩、小红光、马家庄、前河 5 个村（社区）为“321”基层治理模式示范点，以点带面，
示范引领，确保基层治理取得实效。

通过建立党员联系群众、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中心户长联系村民的“三线”联
系机制，该镇制定农村党员分类积分管理办法，宣传党的政策法规，帮助解决实
际困难。建立人大代表联络站，公开人大代表信息，深入群众开展联系走访活动。
推选辖区中心户长，协助村（社区）做好信息收集、纠纷调解等工作，竭力为群众
提供便民服务。截至目前，全镇共划分 185 个网格，共有 134 名党员联系群众，56
名镇人大代表联系选民，185 名中心户长联系村民。

该镇以村（社区）为单位，分片区设立一级网格，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设立二级
网格，在人口较多的二级网格，按 20 至 30 户、70 至 120 人的规模，划分设立若
干三级网格，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服务体系。依据群众经济收入、家庭
结构等情况分为放心户、关心户和连心户，实施“绿黄红”三色管理，做到网格化、
精细化“两化”管理服务。

将优先优待送给“最可爱的人”
通讯员 廖霖 郭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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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 阳 成 立 守 护 汉 江 志 愿 者 联 合 会

千里之外送温暖

洞河镇全面推广“321 ”基层治理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张婷）为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积极性，巩固提升
平安建设满意度，平利县持续宣传发动，掀起平安建设宣传热潮。 11 月 11 日，在
历经各镇巡回宣传之后，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活动再次走进女娲文化广场。

活动现场，各政法单位通过展板展示、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提供法律咨
询等方式面对面向群众宣传平安建设知识，介绍一年来平安建设取得的成果，听
取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意见建议，倡导群众积极参与支持平安建设，耐心善意接听
“029-12340”抽调电话。 在有奖问答环节中，群众纷纷踊跃参与，将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

通过此次活动， 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营造了
“平安平利人人共建，平利平安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谭传明）为进一步加强餐饮油烟污染防治及散煤使用排查
整治管理工作，巩固提升空气质量改善成果，11 月 12 日上午，汉滨区江北街道
西站社区干部在辖区内开展餐饮业使用油烟净化器排查工作。

排查以辖区餐饮业厨房油烟净化设备的安装使用、油烟达标排放、净化器定
期清洗、散煤使用等情况为重点，严格要求排放不达标餐饮单位及时更换油烟净
化设备，并定期清洗维护。

下一步， 西站社区将把餐饮油烟污染防治及散煤使用排查纳入日常巡查的
“常规动作”，做到底子清、情况明，时常“回头看”，持续巩固和改善空气环境质
量，为广大居民营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

西站社区开展油烟污染排查整治

平安建设齐参与 共建成果惠全民

每个月，在岚皋县浪河口电站工作的田世聪回家
都有一件固定的事情要做，那就是骑上摩托车带着 71
岁的大哥田世兴到镇上去理发，这一“规矩”田世聪坚
持了 19 年。

在滔河镇同心村，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俩是同父异
母的兄弟。 60 多年前，田母带着两个孩子改嫁到同心
村时，田世兴是这个家老大，后来田母又生下了田世聪
姐弟 5 个。

田世兴虽说自幼先天生聋哑，但他脑袋瓜子聪明，
家务农活样样精通，平时除了帮衬父母干农活外，还到
岚皋县建司去务工挣钱补贴家用，干活里里外外是一
把好手。

对于田世聪这个幺兄弟，田世兴疼爱有加，每次在
县建司干活领了工资，回家前都会买一点小零食带着
给他。

“小时候哪怕我再淘气，大哥从来没有打骂过他，
反倒是有时犯错父母责罚，大哥还会护着我，面红耳赤
冲着父母‘比比划划’好一阵子。 ”田世聪回忆说。

上了初中后， 每年 500 多元学费都是由大哥在县
建司挣钱替他交纳，这也让田世聪跟这位年龄相差 28
岁的聋哑大哥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由于田世兴是一个聋哑人，所以一直单身未成家，
这也成了父母心中挥之不去的牵挂。 1997 年，田父患
病临终前把田世聪叫到身边， 嘱咐道：“你哥俩自小关
系好，今后要照顾好大哥……”田世聪当即承诺将来一
定善待大哥，为他养老送终。

田世聪的父母在世时， 共建了四间土木结构的二
层房。姐姐外嫁后，另外几个兄弟外出打工相继在咸阳
等地安家落户， 本有条件也能搬走的田世聪， 为了承
诺，选择继续留在老宅和大哥住在一起。

2020 年 6 月，田世兴患上了胃溃疡，田世聪跟工
友换班回家带着大哥来到岚皋县医院看病， 随后连续
7 天骑着摩托车驮着大哥去滔河镇上卫生院打点滴。
为了防止大哥吃错药， 田世聪把买回的药分成一个个
小袋，嘱咐他一次一袋，并让妻子负责监督按时服下。

田世兴病愈后， 田世聪还专门委托班车司机从岚
皋县带回大哥平时爱吃的鲤鱼，让妻子给炖汤补身子。

“田世聪无微不至地照顾聋哑大哥事迹很让人感
动，这也是孝老爱亲新民风的具体体现，在我们村子传
递出满满的正能量！ ” 同心村党支部书记熊万青感慨
道。

同 心 村 里“兄 弟 同 心 ”
通讯员 张天兵 谭静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