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饭、消费、看病取药、借阅图书、缴
纳水电费……在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碑
亭社区，一张社保卡就能满足居民大多
数日常生活需求。

在广州市政务服务大厅，市民不用
来回换证件，手持社保卡可以完成从入
门刷卡、取号排队到综合受理、领取文件
等全部操作，实现高效办事。

随着各地不断创新拓展社保卡的应
用，这样的“一卡通”场景越来越多。截
至2024年9月底，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86亿人，覆盖98.3%的人口，其中10.3
亿多人同时在手机中领用了电子社保
卡。加载更多便捷服务的“小卡片”，将
更好服务“大民生”。

电子社保卡
已有服务渠道400余个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社保卡的应用场景已从就

医、买药、领取养老金等基础功能，延伸
至民生服务的方方面面。作为社保卡的
线上形态和电子证照，电子社保卡与实
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功能相通，是持卡人
享受服务的电子凭证和结算工具。
2023年电子社保卡服务总量已达151亿
人次。

“目前人社领域已实现‘全业务用
卡’，群众持社保卡或者扫码即可快捷
享受身份凭证用卡、社保缴费凭卡、工
伤结算持卡、就业社保等补贴待遇进卡
等95项服务。电子社保卡为国家和28
个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登录及身份
认证服务。”上述负责人表示。

从跨领域用卡看，各地以高效办成
“一件事”为契机，加快推进社保卡居民
服务“一件事”，推动社保卡在本地和跨
省异地就医、购药等领域应用，通过社保
卡发放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实现持社保
卡乘坐公交地铁、公园入园、景区购票、

借阅图书、进博物馆及展览馆等。
据记者了解，电子社保卡已有服务

渠道400余个。除电子社保卡APP及微
信、支付宝小程序外，还包括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掌上
12333APP、云闪付APP、各社保卡服务
银行APP等。

川渝已共设社保卡
通办服务网点超6042个

在社保卡跨区域应用方面，多地也
正在加快推动。长三角三省一市已有
65个居民事项支持一卡通用，2800余个
文旅场馆支持一卡通游，2.4万家医院和
6万余家药店支持一卡通结。截至9月
底，川渝两地已共同设立社保卡通办服
务网点超6042个，累计提供通办服务
56.49万次。

今年以来，重庆、四川、广东等多省
份出台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

例。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相继通过了
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定，共
同推进“多卡集成”“一码通用”。多地区
加快立法，为高质量推进社保卡居民服
务“一卡通”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下一步，我们将把更多民生服务
纳入电子社保卡中，推动更多事项‘打包
办’‘关联办’。落实社保卡居民服务‘一
件事’工作，深入推动电子社保卡在就业
和人力资源服务、社保服务、就医购药、
交通出行、文化体验等领域的‘一件事’
应用，以电子社保卡作为线上服务载体，
向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信息中心上述负责人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24年初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

“一卡通”建设的通知》要求，到2025年，
省级“一卡通”普遍实现，区域“一卡通”
形成趋势；到2027年，基本实现全国“一
卡通”的目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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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昏暗、场景阴森、草木间小鸟突
然飞起……近年来，网络上掀起一股废
墟打卡风。

记者采访发现，为了流量，一些网
络博主进入废弃建筑拍照、拍摄短视
频并在平台上分享，引来众多网友关
注。

然而，这类废墟打卡暗藏安全隐患、
法律风险，亟待予以引导纠偏。

“废墟探险”吸引年轻人打卡

“之前可以随便进入，现在已经被挡
板围住了，听说之后会被拆掉，想去拍照
的小伙伴们要抓紧时间”……在某社交
平台上，一名用户分享了在广西南宁市
一处废弃建筑内打卡的视频，视频中，博
主用各种道具营造恐怖氛围。不少爱好
者被吊足胃口，在既害怕又期待的好奇
中奔赴而来。

循着指引，记者在南宁市良庆大桥
南侧的邕江边看到一栋废弃厂房和几根
残存烟囱。厂房墙壁上画满了各式涂
鸦。周围野草肆意生长，随处可见尖尖
的石头，一些裸露在外的钢筋在风雨侵
蚀后锈迹斑斑。来到二楼，只见地板多
处坍塌，稍不留神便容易跌至一层，安全
隐患较大。

在此巡逻的一名保安介绍，平时经
常有年轻人进进出出。他们多是团队行
动，把围挡破坏后进入内部涂鸦、拍照打
卡、拍视频等。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年轻人对废
墟打卡情有独钟，哪怕明知有危险，也乐
此不疲。

太阳西斜，斑驳的光影给已停产的
南宁手扶拖拉机厂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片废弃厂房吸引了很多网络博主前来
打卡。

厂区门口的保安黄小典说，很多年
轻人是被网上的视频吸引而来的。他们
带着单反等设备过来，然后四处寻幽，越
是危险的地方越想去。附近居民黄文
说：“最近每天都有十来个年轻人过来猎
奇探险，鬼鬼祟祟的，不少原本完好的门
窗被人打碎。”

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姚华说，这些废弃场所景色比较特
殊，往往有荒凉感、工业感，拍出来的视
频、照片风格鲜明，有的甚至成为“流量
密码”。

背后暗藏风险

由于年久失修、缺乏保护措施，很多
废墟“网红点”看似景色特殊、引人关注，
实则暗藏隐患。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打卡废墟受
伤事件时有发生。今年8月，有游客进入
山东烟台养马岛一栋废弃建筑里打卡拍
照，不慎意外跌落摔伤，被困于3米深的
建筑物墙缝中间。今年初，一名年轻人
到网传某“废弃”火车站打卡拍照，爬上
车厢顶部被高压电弧击中坠落，造成全
身大面积烧伤；事后证实，该火车站并未
废弃。

南宁市多处“网红”废墟点，尽管设
有警示牌，仍挡不住群众的“热情”。在
南宁手扶拖拉机厂，部分房屋由于年久
失修，竖立了“屋顶坍塌，请勿靠近”等警
示标语。“一些年轻人为了进入厂区，还
编造各种谎言，有说进去务工的，也有说
探望亲人的。”黄小典说。

擅自闯入废墟打卡或涉法律风险。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蕾介绍，如
果网络博主私自进入有保安看守的废弃
厂房，或到上了锁、有封条的废弃建筑物
内探险、打卡，则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侵
入。虽然是废墟，很多场所还是有产权
单位的；如果以破坏围栏、门窗等方式进
入废墟，或者探险时故意毁坏物品，可能
因损坏公私财物触犯法律。

多方共治引导纠偏

业内人士认为，应形成合力刹住没
有安全保障的“废墟探险”风；同时，可
有针对性开展废弃场所二次改造利用
工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
发布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规定，网络
主播提供网络表演及视听节目服务过程
中，不得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不得宣扬封建迷信文化习俗和思想。

专家提醒，博主要增强安全意识，不
要为了好奇或为了流量，轻易进入废弃
场所探险。一旦发生意外伤害，很难维
权索赔。

另一方面，可因地制宜加强对废弃
场所的改造利用，让这类场所充分发挥
余热。

坐落在南宁市亭洪路的百益上河城
便是老厂房变潮流新地标的一个典型例
子。这里由原南宁市绢纺厂废弃的旧工
业厂房升级改造而成，如今已成为集工
业、文化、非遗、潮玩、潮购于一体的情景
式文化体验创意街区，曾经的“工业锈
带”成为如今的“生活秀带”。

姚华说，对于废弃商场、厂房等，
有关部门可积极引入新的投资方，推
动这些场所二次改造利用，使之成为
新的城市景观、文旅场所，让废弃场所
焕发新生。 据新华社

南宁市手扶拖拉机厂的一个废弃厂房。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年轻人热衷的打卡废墟风险几何？ 通过共享屏幕
诈骗学生

警方揭秘诈骗新手法

近期，深圳市发生多起针对学生
群体的共享屏幕诈骗案件。深圳市
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发布预警，提醒
广大学生和家长增强防范意识，提高
防骗能力。

这些案件受害人基本是中学
生，年龄12岁至18岁，起因都是在
网络上进行购买或销售行为遭遇
诈骗。

警方揭秘共享屏幕诈骗手法
“三步曲”：一是伪装身份，获取信
任。诈骗分子通常会冒充公检法、
银行、电商平台客服等身份，利用
事先获取的个人信息编造理由，对
受害者实施精准诈骗。他们会通
过电话或网络聊天工具与受害者
取得联系，以各种理由（如账户异
常、涉嫌洗钱、商品质量问题等）骗
取受害者的信任。二是诱导下载
共享屏幕软件。在获取受害者信
任后，诈骗分子会诱导其下载具有
屏 幕 共 享 功 能 的 会 议 软 件 ，如
Zoom、Teams、腾讯会议、QQ、钉
钉等。这些软件通常可以通过正
规渠道下载，但诈骗分子往往会通
过发送不明链接或二维码的方式
诱导受害者下载。三是开启共享
屏幕，窃取信息。诈骗分子会以指
导操作、核实信息等各种理由要求
受害者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一旦
屏幕共享开启，受害者手机上的所
有信息（包括输入的密码、收到的
短信验证码等）都会同步显示到诈
骗分子的设备上。诈骗分子会利
用这些信息，迅速盗取受害者的钱
财或进行其他非法活动。

警方提醒，正规机构或平台通
常不会通过屏幕共享的方式核实
信息或解决问题，如要求下载屏幕
共享软件或开启共享屏幕功能时，
应坚决拒绝。在购买商品或进行
交易时，要选择正规、知名的平台
或渠道，并坚持在平台内完成交
易，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线下交易请
求。一旦发现被骗，要立即报警并
保留相关证据，同时向相关平台举
报不法分子的诈骗行为。

据新华社

超10.3亿人领用

电子社保卡加快推进“一卡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