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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铃 铃 ！“700XXXXXXXXXXXX”！ 不 久
后，当你看到类似这样 15位的号码来电时，可
以认定本次通信启用了号码保护服务，对方使用
了“隐私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号
码保护服务业务试点工作。其中，规划 700号段
作为号码保护服务业务的专用号段，这意味着我
国对“隐私号”的管理更趋规范。

什么是“隐私号”？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随处可见。

比如在网约车服务中，乘客和司机相互打电
话，彼此手机上显示的号码通常并非对方真实手
机号，这种就是打车平台为保护双方电话号码隐
私临时分配的所谓“隐私号”，又称“中间号”。

同样，在网络购物中，购物平台通常也会临
时生成一个“隐私号”，隐藏订单收件人的实际
号码，商家发货和快递派送时均可通过该“隐私
号”联系到收件人。

类似的应用场景很多，比如外卖平台、快递
物流等。目前，我国号码保护服务已经形成较为
清晰的业务实现路径，有效降低了个人电话号码
被泄露的风险。

但记者采访也发现，当前号码保护服务仍面
临不少问题。比如“隐私号”格式不统一，有手
机号码、固定电话号码、“95”开头号码等各种
形式，用户无法判别来电是“隐私号”还是实际

号码。
此外，个别企业以保护用户隐私为由，批量

使用手机号作为“隐私号”拨打营销电话。缺少
统一的技术实现标准及服务规范要求，也给服务
稳定性带来一定挑战。

“因此，开展号码保护服务业务试点，既是
要制定一套可持续的方案，培育壮大新业态，打
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是要在业务全流程做好动
态管理和安全保障，落实好码号、业务和电信网
络诈骗等管理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规范“隐私号”管理，新部署的号码服务业
务试点工作对症出招、精准发力。

以专用号段方便用户识别——
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

号码保护服务业务日均订单量至少为3.5亿。
面对如此量级的业务需求，规划 700专用号

码，在形式上可以与手机号码明显区分，在数量
上可以更好满足未来快递、外卖、网约车等场景
千亿级的码号资源需求。

分阶段稳步推进试点——
考虑到业务开展涉及多方调整，本着积极稳

妥的原则，通知设置了三个月试点准备阶段、三
个月试点过渡阶段、两年正式试点阶段。试点过
渡阶段结束后，将全部使用 700专用号码开展号
码保护服务业务。

完善制度监管严惩违规行为——
通知严格管理业务试点和 700 专用号码申

请，明确了业务定义和业务参与方，以及应用平
台提供方、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业务使用方等
三方参与主体的责任边界和相关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要求强化业务和码号分
配的全流程管理，提升技术监管手段，有效支撑
违规行为溯源，切实防范 700专用号码被滥用。
对于试点期间出现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业务参与
方，将依法依规撤销试点资格，并会同有关部门
进行严肃查处。

此外，建立业务使用方信用档案，对存在转
租转售电信资源、利用虚假伪造订单信息使用号
码保护服务业务、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拨打商业
营销电话或发送商业营销短信扰民等违法违规行
为的业务使用方信息进行共享。

配合试点工作，一系列举措也将同步推进。
记者了解到，有关方面将对 700专用号码进

行标记，提示用户该号码为号码保护服务专用号
码，提升用户感知。用户在使用互联网平台服务
时，也可自主选择是否授权同意互联网平台提供
号码保护服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未来将根据试点开展
情况及时完善相关政策，研究号码保护服务业务
正式施行事宜。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 海 鸥 振 翅 ， 展 鸿 鹄 之
志；一座江城，愿听天下风雨
声……”长江之畔，记者在安
徽省芜湖市第二中学的校园里
听到这样一首校歌。歌声唱给

“江城”走出的抗战名将——戴
安澜。

戴安澜自号“海鸥”，芜湖
无为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曾
参加北伐战争。抗战期间，他
在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昆
仑关战役中屡建战功。

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开
赴缅甸。戴安澜率第 200 师作
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
参战，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在同
古展开血战。他带头立下遗
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
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
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
谋长代之……全师各级指挥官
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

历时 12 天的同古保卫战，
200师以牺牲 800人的代价，打
退了日军 20多次冲锋，歼灭敌
军 4000 多人，俘敌 400 多人，
予敌重创，打出了国威。

就在不久之后，部队遭遇
敌人袭击，戴安澜身负重伤，
在距祖国只有 100 多公里的茅
邦村，38岁的“海鸥”艰难地
向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永
远闭上了双眼，留下的最后一
句话是：“反攻！反攻！祖国万
岁！”

戴安澜将军追悼仪式在广
西全州举行，毛主席亲笔题赠
挽词。抗战胜利后，戴安澜的
灵柩迁葬回芜湖。“随戴将军一
起‘回来’的，还有安澜工业
职业学校，也就是我们学校的
前身。”芜湖市第二中学党委书
记毛红说，学校还有个名字叫

“安澜中学”。
走进无为市洪巷镇练溪社

区风和村，一座青砖黑瓦的民
居映入眼帘，这里是戴安澜故
居，如今陈列着他的生平事
迹、照片和部分勋章等。

“1904年，戴安澜在这里
出生，后来不断学习、成长，
走上了保家卫国的道路。”洪巷
镇干部戴茂标是将军的后人，
他告诉记者，戴安澜因身体瘦

弱落选军校，而后刻苦锻炼，
终于成为了黄埔 3 期的学员。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改名为

“戴安澜”，自号“海鸥”。“以
名言志，安邦定国，搏击风
浪。”戴茂标说。

故居不远处，长着一棵枝
繁叶茂的老枫树，相传戴安澜
从树下经过，走向革命，如今
成了游客们的一处怀想地。

村民告诉记者，戴安澜不
仅是教科书上的英雄，更是亲
切的家乡人：他爱唱戏，擅长
旦角；他重视教育，亲戚在家
乡创办仁泉小学，他带头捐
钱；他有情怀，为儿女起名

“覆东”“靖东”“澄东”“藩
篱”，寓意安定东方、保家卫
国；他倡导新式婚姻，与夫人
无比恩爱，却在家书中写下绝
笔：“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
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
死，事极光荣……”

如今仁泉小学依旧书声琅
琅，老枫树被画进校徽，一只
只海鸥绣在学生们胸前，安澜
的名字挂在了书屋上。“海鸥是
将军，也是我们。”一位学生说。

芜湖市区风景优美的赭山
上，安葬着戴安澜的遗骨，常
有祭扫的市民献上鲜花，表达
对英烈的敬仰和追思。

在“江城”很多地方都能
找到海鸥和安澜的“踪迹”。名
为安澜的路上车流如织，名为
安澜的桥见证长江奔流。海鸥
贴在芜湖二中的浮雕墙上，也
悬挂在校史馆的屋顶。毛红告
诉记者，学校建设体现戴安澜
事迹的校史馆，把戴安澜的精
神融入校训，学生成立各类社
团，将他的故事改编为话剧，
用青春的方式继承英烈遗志。

“我们要学习海鸥将军不
畏困难、勇于向前、心怀大我
的精神。”芜湖市第二中学初二
学生曹沐霖说。

在 她 以 及 很 多 芜 湖 人 看
来，枫树下飞出的那只“海
鸥”，早已化作万千形态“回
家”：一座桥、一条路、一所学
校、一群水鸟……这便是英雄
最恒久的生命。

（新华社合肥7月4日电）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复兴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戴安澜：
永远振翅的“海鸥”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当
前，全国各地已陆续进入高温季
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
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
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
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
展工会送清凉活动。

据悉，全总已安排近 4000万
元资金，用于引导和带动各地工
会聚焦两类重点群体开展送清凉
活动，一是夏季露天作业的交
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
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
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
二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
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

各地工会将通过工会驿站、
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

等工会服务阵地，为一线职工和
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场所、防暑
设施，便于职工避暑纳凉；利用

“职工之家”App等平台，就近就
地、方便灵活地为职工发放防暑
降温药品、饮品、清凉包等物
资，同时提供全天候的暑期防病
知识宣传、防暑知识科普、心理
疏导，普及高温危害及防护知
识，提高职工自我防护意识和能
力，为高温下劳动者撑起 24小时
在线的“遮阳伞”。

此外，全总要求各地工会督
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
任，积极改善作业条件，合理安
排作业，提供高温作业防护用品
和休息场所，按规定发放高温津
贴。加强暑期高温劳动保护监督
检查。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记者 4日从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由中国科学
家主导的多学科团队公布了一项考古新发现：云
南甘棠箐遗址发掘出土 35件保存完好的距今约
30万年的木器，并确认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
具。这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最早的木器。

这一多学科研究团队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国内外多家科研机
构的专业人员组成。上述成果 7月 4日凌晨在线
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研
究员高星介绍，为论证这些木器是由人类制作和

使用的工具，研究团队开展了材质、痕迹、残留
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等研究。

“研究发现，这些木器主要由松木制作，一
些木器存在因修形削尖而留下的削刮痕，尖端存
在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损。这些痕
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人类加工与
使用的证据。”高星说。

此外，一些木器尖端保留的土壤残留物包含
植物淀粉粒，证明了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地下
植物食材。实验模拟还成功复原了用石器加工木
器并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

甘棠箐遗址中，与这些木器伴生的文化遗存还

包括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动物化石和植物遗存，
这在世界范围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也非常罕见。
研究确定，古人类在遗址活动的时间在距今36万年
至25万年之间，而木器的出现，应该是古人类因石
料资源匮乏而用木质工具取代石器功能的结果。

《科学》邀请的国际同行评议专家认为，甘
棠箐遗址这一新发现，改写了学界对于旧石器时
代人类生存能力与方式、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特
点及成因的认识，包括竹木器在东亚、东南亚古
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揭示了在与欧洲
和非洲不同的环境背景下，东亚古人类独特的适
应策略和生存方式。

在柳城县东泉镇大樟村刘家屯，35
株超过 110岁的荔枝古树巍然矗立，树枝
盘结如苍龙，浓密的叶子层层叠叠，仿佛
撑起了一把把巨大的绿伞，挡住了烈日。
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深情地
诉说着百年来刘家屯人与这片土地的故事。

7月 3日，记者走进这个百年荔枝园，
只见青绿、明黄与丹红色的果实缀满枝
头，历经岁月沧桑的荔枝树依然生机勃勃。

“这树啊，比我老多喽！”今年 87岁
的村民刘亚房望着熟悉的荔枝树说，童年
里最甜的记忆就是攀上枝头摘荔枝。“那
时候地里没有什么值钱东西，听老辈人
讲，种下这些荔枝树，就为了给村里人添
条活路。”古树结出的果实，曾是刘姓家
族重要的生计来源。

今年 50岁的村民刘远定抚摸着粗粝
的树皮，思绪飘回童年时期。“读书的时
候，我的书本费、学费都指望着这些
树。”在他的记忆里，古树荔枝价格每斤
2元至 8元不等，虽然价格不高，却稳稳
托起了一代代刘家子弟的读书梦。这份依
存让守护古树成为全村人的责任。

进入 21世纪，时代变迁的风吹进了
刘家屯古荔枝园。20多年前，新兴改良
品种以高产、早熟的优势逐渐占领市场，
这些百年老树结出的果实不再是换钱的主
力军。然而守护并未停止。

如今 35株古荔枝树被托付给 7户村民
精心管护。定期除虫、科学施肥，这些看
似简单的劳作，却延续了乡愁——古树不
再是“摇钱树”，它们早已沉淀为刘家屯
的精神地标，是游子心中最深厚的乡愁印
记。

转机在 2023年夏天，东泉镇荔枝节
的举办，让这片“深藏闺中”的百年荔枝
古树群惊艳亮相。“以前卖果，现在卖

‘景’！”村民刘亚喜指着树下的祈愿红绸
说。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在浓荫下纳凉休
憩，古荔枝园悄然变身为观光胜地、生态
课堂，承载起崭新的乡村记忆。

与此同时，大樟村成立了合作社，以
村集体经济形式整合资源。今年，全村荔
枝种植面积已扩展至 1200至 1300亩，其
中新种面积约 700亩。预计今年东泉镇荔
枝产量将突破 20万斤。合作社不仅致力
于推广新种荔枝，也探索将古荔枝树群的
文化底蕴融入品牌，为传统产业注入活
力。
全媒体记者 陈粤 周宁 报道摄影

百年荔枝荫子孙 古树新枝续乡愁
——探访柳城县东泉镇大樟村刘家屯古荔枝树群

近4000万元资金聚焦两类重点群体

↑百年荔枝树再结硕果。

←荔枝挂满枝头。

↓刘亚房时常去查看百年荔枝树。

八一路（广厦路至广场路段）
和广雅路（八一路至高岭路段）占道施工通告

因中国人民银行柳州支行排水

渠改造工程施工建设需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定于 2025

年7月10日起，对八一路 （广厦路

至广场路段） 和广雅路 （八一路至

高岭路段） 进行占道施工，施工工

期约90天。

施工期间，由于施工路段道路

通行条件有限，八一路与广场交叉

路口北往南方向禁止机动车左转进

入广场路，前往广场路方向的车

辆，建议提前从北站路、解放北路

绕行；非机动车可通过人行横道前

往广场路。请行经通过上述路段的

车辆驾驶员、行人以及在现场道路

施工作业的人员自觉服从交通警

察、施工单位工作人员的指挥和管

理，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的指

示行驶，施工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柳州市新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7月3日

全国总工会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工作

这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最早的木器

保护手机号隐私，管理更趋规范

700专用号段将启用

云南甘棠箐遗址发现约30万年前的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