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您如何保护旧手机中的个人信息
随着手机更新换代加快，二手手机数

量急剧增加，由于二手手机中存储着大量
个人信息，一旦处理不善，将成为个人信
息泄露的主要途径，隐藏巨大风险。

近日，客户张先生在把自己的旧手机
恢复出厂设置后，通过某二手交易网站将
其高价卖给一商家。没想到过了几天，张
先生及其家人均收到了某银行发送的“已
通过审批，获得20万元授信”的短信和提
款链接，但张先生及其家人并未向任何金
融机构申请过贷款，幸好张先生多次参加
银行和社区举办的各类反诈骗和金融知

识普及活动，并未点击提款链接，而是主
动咨询了该银行官方客服电话核实本人
及家人的授信情况，最终证实并未开通授
信业务。

中信银行宁波分行提醒广大消费者，
普通删除并不能抹去手机中的数据。系
统执行文件删除时，仅是被做了一个“删
除”标记，但储存的数据本身依然存在，如
果没有进行过新的数据覆盖，原先这些数
据，可通过数据恢复软件，找回被删除的
照片、通讯录等信息，极易造成信息泄
露。客户张先生的情况就是个人信息通

过旧手机被泄露，收到的短信链接往往是
假借银行名义用伪基站发送的假链接，客
户一旦点击，将造成经济损失。

那么，如果要出售旧手机，我们该怎
么做呢？中信银行宁波分行为您支招：

在出售旧手机前，一定要先将手机内
部存储的数据拷贝备份后，再恢复出厂设
置；

建议直接使用第三方刷机工具进行
一键刷机，来彻底清除个人信息；

在出售旧手机时，一定要选择正规交
易平台。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个人信息保护
法》已于2021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过
度索取个人信息、随意泄露或买卖个人信
息均属违法行为，广大消费者也要做好个
人信息安全防护，避免因个人信息泄露而
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龚健军 顾盈瑜 赵振炜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陆明光 徐莹莹 於剑）“大姐，电动
车头盔下面的卡扣也要系好，不然遇
到颠簸，头盔容易掉落，挺危险的。”
昨天晚高峰，在江北大道机场北路
口，文明交通志愿者陈剑峰手持小黄
旗，引导行人和电动自行车有序等
待、文明出行。

陈剑峰是2018年加入宁波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局交通志愿者队伍的，
每周2天，早上7时到9时，傍晚16时
到18时，他准会出现在路口。“一开始
没什么经验，对志愿者工作没啥底
气。不过，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
现在好多了。”陈剑峰说，能通过自己
微小的力量，宣传交通安全知识，他
觉得很有意义，也一定会坚持。

从2010年开始，在市文明办和
市交通警察局的大力倡导下，一大批
市民自发参与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协
助交警管理交通、宣传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传播文明交通理念。交警部门
多次以“携志愿之手、与文明同行”为
主题，以“礼让斑马线”为抓手，开展
百万小时文明志愿大接力活动，不断
组织大学生、机关干部、企业职工、社
区群众等在路口开展志愿服务。尤
其是开展守护校园及周边交通安全
的“守护平安天使”行动，积极与教育
部门互动，动员学生家长参与，2011
年首创于海曙交警大队的“护苗队”
模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全
市目前已有超过275万人次的志愿
者参与到“护苗”行列。

此外，交警部门还积极倡导新驾
驶人参加文明交通志愿行动，市民在
正式加入驾驶人队伍之前要接受文
明交通的熏陶，提升交通参与者的文

明交通意识。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125万名新增驾驶人参与文明交通志
愿活动，服务超过625万小时。

路口有“守护红绿灯志愿者”、
校门口有“护苗队”，社区里有“银发
交管队”、农村里有“文明交通劝导
志愿者”、企业里有“爱心安全路口
执勤小分队”……文明交通志愿服
务队在全市范围内遍地开花，每一
位志愿者都用微笑和服务感染着身
边的人，让更多人养成了文明出行
的好习惯，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中，让文明交通
之歌在全市奏响。

“为助推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我
们还大力铺开‘文明出行示范村镇
（社区、企业）创建’，将文明交通由点
及面、立体化地进行了延伸，并在全
市范围组建文明交通志愿者宣讲队
伍，将文明出行交通意识传递至企业
车间、超市广场、学校礼堂等。”市交
警局相关负责人说，在今年6月的文
明出行创建推广现场会上，交警表彰
了海曙区古林镇葑水港村、鄞州区乐
歌科技有限公司、江北区慈城镇南联
村等53家文明出行示范单位，陈霞
娜、夏慧星等252名文明开车、积极
参与文明交通志愿行动的驾驶员获

“宁波文明司机”称号。
“每一位文明交通参与者、文明

交通志愿者都是对交管部门日常工作
的有力支援，是宁波奋力打造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的一个缩影。”该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交警部门将持续打造、发
动文明出行示范单位、文明交通志愿
者、志愿者宣讲团队等力量，深化开展
各类文明交通志愿者活动和服务，让
美丽宁波更有魅力、更具品位。

本报讯（记者 朱琳） 12月
20 日，浙江省文明办公布了
2021年度第三次制止餐饮浪费、
推广使用“公筷公勺”专项测评
情况。测评结果显示，全省制止
餐饮浪费推行较好的是衢州、金
华、温州、台州，推广使用“公筷
公勺”情况较好的是宁波、衢州、
温州、舟山。在推广使用“公筷
公勺”方面，宁波已连续3次位
列第一。

记者获悉，近段时间，省文
明办会同省商务厅、省市场监
管局委托第三方，对全省11个
设区市主城区及延伸县市宾馆
酒店，大中型餐饮店，机关、企
事业食堂及中小学食堂进行了
今年第三次专项测评。测评内
容包括氛围营造、文明就餐引
导、“光盘行动”、机制建设、

“公筷公勺”配备和使用等八大
项目。

从测评数据来看，各地制
止餐饮浪费和推广使用“公筷
公勺”工作，无论是平均分还是
分项指数都有较大进步。

本次测评的平均分比第二
次测评高5.8分，比第一次测评
高11.3分，其中衢州、温州进步
明显，宁波市始终排名前三。

从3次测评来看，今年全省
制止餐饮浪费和推广使用“公
筷公勺”工作总体呈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态势，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这与各地积极作为，
全体市民积极响应密不可分。

一方面，各地在建立长效
机制上持续用力。比如宁波建

立了“文明就餐好习惯养成行
动”联席会议制度；杭州、丽水
等地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衢州坚持“周督导、月点评、季
测评、年考核”；温州不定期暗
访督查发布“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红黑榜等。另一方面，各地
不断创新方式载体开展各类主
题活动，通过引领示范，营造浓
厚氛围。

不过，各地仍存在一些问
题和不足。比如少部分地区餐
饮单位相关宣传不足，小型餐
饮门店未配备“公筷公勺”比较
普遍；部分师生节约意识还比
较淡薄等。

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
“制止餐饮浪费”和推广使用
“公筷公勺”工作，持续营造浓
厚氛围，开展“反对浪费，崇尚
节约”文明行动。

全市2万余家餐饮店在醒
目处摆放宣传标识，提醒顾客
适量点餐、光盘用餐、打包剩
餐；对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
校园等发出倡议，创作表演“制
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系
列文艺作品，引导群众在文化熏
陶中厚植勤俭节约美德；大力推
广使用“公筷公勺”，“公筷公勺”
配备率和使用率明显提升；此
外，9月3日，宁波市文明办还
发布了《“反对浪费、公筷公勺”
餐饮文明导则》，宁波晚报、甬
上APP专门制作成了H5形式，
营造和谐文明的用餐文化。

反对餐饮浪费、使用“公筷
公勺”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文明交通之歌在全市奏响！
社区有“银发交管队”、农村有“文明交通劝导队”、校门口有“护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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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次！宁波推广使用“公筷公勺”
位列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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