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闯红灯、超速、逆行……

如何管住
狂飙的“小电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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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小电驴”的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的特点，成为许多人的
出行首选。但在一些城市，“小电驴”闯红灯、超速、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屡禁不绝，导致不少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
法行为的查处。如何让“小电驴”骑行更安全、更规范？“新华视点”记者
走访多地进行调查。

＠参保人！
职工医保个账

将迎来“跨省共济”

预计2027年底
实现全国医保影像云数据“一张网”

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的医保钱包功能，苏州市居
民杜女士仅需不到一分钟，就能将个人账户里的钱实时转给远
在河南的父亲，用于其看病就医。

而这样的“跨省共济”，即将在全国更多省份铺开。
12月2日，国家医保局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医保个人账户

跨省共济启动仪式。记者了解到，江苏、河北等9个省份31个
统筹区，已于近日正式上线了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

这是继全国所有省份已实现个人账户省内共济，23个省
份扩大至“近亲属”共济之后，个账共济再次迈出的重要一步。

1 跨省共济，将“盘活”更多医保个账资金

A 违法现象多发 乱象令人忧心

近日，记者在全国多个城市街头实地走
访发现，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较为普遍，
隐患重重。

在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西向东方向辅
路，记者看到，晚高峰时段，半个小时内，闯红
灯的电动自行车超过300辆，违法车辆多次
险些与正常通行的行人、车辆相撞。

同样是下班高峰期，在山东省济南市经
十路与纬一路交界处，等待通行的电动自行
车群，在红灯倒计时还有3秒时便“抢跑”启
动，右转车辆被逼停。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乱象不断，导致交
通事故频发。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骨科主
治医师陈赢介绍，科室收治的患者中，因电动
自行车交通事故导致的创伤患者占比接近
40％，以中青年群体为主。

公开资料显示，山东淄博今年造成人员
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中，电动自行车骑行未
佩戴安全头盔占比43.38％，违法占道行驶占

比13.33％，闯红灯占比11.11％；涉电动自行
车一般程序事故死亡人数占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的54.95％。

就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问题，深圳、西
安、广州等多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针对
闯红灯、逆行、未按道行驶和不戴头盔等。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深圳共查处
电动自行车违法140万宗，同比上升10.4％；
今年以来，广州查处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
同比增加1倍多；11月整治行动期间，西安单
日查处电动自行车闯红灯 1267 例、逆行
1269例、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4305例。

记者注意到，针对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
行车“飙车炸街”、追逐竞驶等情况增多，多地
也开展了集中打击。截至10月下旬，广州查
获涉嫌非法改装车辆10595辆，打击“飙车炸
街”团伙77个。浙江、辽宁、上海等地公安机
关对查处的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飙车”
人员予以行政拘留等处罚。

B 安全意识不强 执法存难点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一直是各
地交管部门的整治重点之一。为何电动自行
车交通乱象依然不断、交通事故屡有发生？

多名受访对象表示，乱象背后，与电动自
行车数量不断增加、骑行人员安全意识不强、
相关部门执法存在难题等有关。

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超3.5
亿辆。广州市公安交警部门统计，截至2024
年9月，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数量为
540万辆，日新增上牌约4000辆。

一些地方非机动车道规划建设不完善，
部分骑行线路不够便捷顺畅。“如果按规定走
的话，得骑特别远才能掉头，有时候赶时间就
冒险逆行了。”一名电动自行车车主说。

多名交警告诉记者，骑电动自行车的人
越来越多，不少人对交通规则不清楚。加上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成本较低，处罚金额多

在 20 元至 50 元之间，多数情况下以劝导为
主，让骑行者抱有侥幸心理。

受警力限制，一些路段在特定时间段缺乏
有效监管。一名交警坦言，短时间内出现大量
违法行为，给临街检查带来很大挑战。“有时刚
拦下一辆，还没跟当事人说几句话，后面又过
去几十辆存在违法行为的电动自行车。”

此外，监管执法上也存在一些技术困
难。一些地方的“电子眼”不能对路口的非机
动车违法行为进行自动抓拍和实时监控；对
于电动自行车超速认定，业内人士表示，认定
效率和可行性等有待提升。

电动自行车改装屡见不鲜，但提速等非
法改装难以通过外观判断。山东省潍坊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多名民警说，对这类车辆路面
拦截检查不太现实，通常是发生事故后到车
管所进行专门查验才能认定。

C 让电动自行车骑行更安全、更规范

为使电动自行车骑行更规范、更安全，有
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多地开展了
一些探索和尝试。

今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
发布公告，要求加强电动自行车产品准入及
行业规范管理，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
患全链条整治行动。

部分地区通过升级技术手段加强监测。
广西南宁启用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非现场抓拍设备，抓拍到相关交通违法行为
后，通过短信对违法人员进行提醒。潍坊市
通过“无人机交警”对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进
行查处，依托高清摄像、拍照等功能，提高查
处效率。

深圳市大浪街道依托龙华区“数字治理”
AI 支撑平台，对辖区内 62 所幼儿园和中小
学出入口实时抓拍，自动识别未戴头盔人
员。据当地交管部门统计，不到半年时间，该
街道内骑行家长头盔佩戴率达到90％以上。

电动自行车骑行群体中，外卖、快递从业
者占比较高，一些企业开始加强引导和管理。

“每天首次打开工作软件时，会弹出多道与安

全规范有关的考题，通过测验才能开启一天的
派送。”一名极兔快递有限公司的快递员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
表示，根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乱象，需要加
强源头治理、多部门相互配合。市场监管等
部门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等环节的
监管，将超标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电动自行
车挡在上路之前；公安交管部门在重点区域
开展常态化执法，创新应用科技手段强化执
法力度，扭转“小电驴”交通违法高发态势。

许光建等专家建议，各地从实际需求出
发，进一步规范、完善非机动车道建设，增加
交通导向标志、机非隔离设施等，保障电动自
行车有路可走。

山东省交通运输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来逢波说，要通过公益广告、互联网等渠
道，联动社区、学校等加强对电动自行车安全
骑行知识的普及宣传；同时，通过电视、广播、
报纸和新媒体平台，曝光电动自行车相关典
型事故案例，引导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员养成
文明出行的好习惯。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新华社南京12月2日电 记者从
1日在江苏南京举办的医保影像云共
享路径启动仪式上获悉，国家医保局
正加快推进医保影像云共享路径建
设，争取尽早实现全国医疗机构通过
国家医保影像数据云共享中心可调
阅北京、上海、广东等全国知名医疗
高地的医学影像信息。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在会
上介绍，为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放射检查类价
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推动医疗
机构将影像检查结果上传至云端，实
现患者可阅、同行可查、医保可核。
依托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国家医保局
探索构建医保影像云共享路径取得
了初步进展，拟对外提供上传、检索、
确权、调阅等四大服务能力。

“现阶段，影像信息主要由各级
影像云进行医学影像标准化处理；未
来，国家医保局影像数据云共享中心
将建设医学影像阅片能力，完善影像

信息共享适配工作，为各地影像中
心、医疗机构赋能服务、降本增效。”
黄华波说，预计2027年底，医保影像
数据云互通、云互认全面扩面，实现
全国医保影像云数据“一张网”“路路
通”，有效解决广大患者重复检查费
时、费力、费钱的痛点问题。

医保影像云通过医疗影像资料
的云端存储与共享，可以使医生迅速
获取患者的历史检查数据并进行诊
断。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主任付
超奇认为，从现实意义来说，医保影
像云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大
幅降低患者的时间和经济负担；从长
远角度看，医保影像云有助于远程医
疗服务的普及与深化，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更好惠及基层。此外，该平台汇
聚的海量医疗影像数据可经过智能
分析，有效识别医保基金使用过程中
的不当行为，同时还可通过人工智能
训练，推进智能诊断技术、疾病研究、
新药研发等领域的发展。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医保个人
账户年收入及支出均超 6000 亿元，
当年医保个人账户结存累计约1.4万
亿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扩
大，对盘活个人账户“沉睡”资金起到
积极作用。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打破
省域限制，能够丰富资金的使用主
体，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主任付
超奇说。

今年1月至10月，职工医保个账
共济金额达369亿元，其中同一统筹
区 内 共 济 2.63 亿 人 次 ，共 济 金 额
329.75 亿 元 ；省 内 跨 统 筹 区 共 济
1976.29 万人次，共济金额 39.33 亿
元。随着跨省共济的到来，共济金额
有望进一步上升。

2 跨省共济，将惠及更多参保人

当前，我国跨省流动人口约 1.5
亿，实现医保个账跨省共济，是广大
参保人的真切需求。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个
人账户“近亲属”间的跨省共济，有
助于减轻家庭医疗负担，增强个人
及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让身处不同
省份的家庭成员能够灵活、高效地
调配和使用个人账户资金，以应对
看病就医需要。

医保钱包是有效实现跨省共济
的重要途径。据悉，国家医保局已
在江苏等 9 个省份开展医保钱包试
点工作，目前已有近 2.7 万人使用医
保钱包，成功转账1423笔，共39.9万
元，已有参保人使用医保钱包进行

就医购药和参保缴费等，总体应用
效果良好。

个人账户使用对象由“本人”到
“配偶、父母、子女”、再到“近亲属”；
共济地域由本统筹区到省内、再到跨
省——职工医保个账共济政策的不
断推进，背后是民有所呼，政有所应，
关系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职工医保个账跨省共济，涉及3
亿多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和近10亿居
民医保参保人员，规模巨大，一个都
不能少。”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
说，跨省共济计划于 2025 年全面实
现，让人民群众的医保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新华社南京12月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