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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南海电子通行证

南海战疫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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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畅行佛山五区
扫描二维码、验证电子通行证、测量体温……2 月 17 日起，南海在全区各社区（村）、住宅小区、

出租屋、公共场所等实行电子通行证认证管理。市民出入小区时，入口登记流程 30 秒不到即可完成。

电子通行证利用国际二维码（ID code）技术生成“一人一码”，相当于市民的电子身份证。系统审

核技术运用了南海“城市大脑”数据库和疫情排查信息平台数据进行比对，符合通行标准的人员实行秒发证。

自南海电子通行证运行以来，功能持续优化升级，通过实名认证的电子通行证，可显示个人认证

照片及查询 14 天内行程轨迹。近日，佛山全市实施电子通行证认证管理，南海电子通行证照常使用，

且适用范围扩大至佛山五区。

申报
方式

市民可通过微信打开“佛山南海通（战疫版）”小程序，点击“南海电子通行证”，

授权网证 CTID 小程序，关联本人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和手机号码，选择“反光识

别”或“读数识别”，进行人脸身份验证。

进入电子通行证登记页面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内容包括“人员基本信息”“南海居住地”“是

否居家隔离”“人员类型”“居住属性”“接触史”“是否有如下症状”“请上传您的自

拍头像”。其中带红色“ * ”标记的栏目为必填项目。完成后请勾选承诺书，并点击提交。

登记完成后提交将获得“我的通行证”。通行证分“允许通行”“临时通行”“不予通行”三种状态。

其中“允许通行”“临时通行”可进入南海。“临时通行”会有过期时限。“不予通行”则不放行。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黄婷 通讯员 钟婷婷 钟浩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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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通行证主要分为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不同的通行程度：

绿

色

蓝

色

对 来 自 非 疫 区 的 人 员， 经 南 海

“城市大脑”数据库比对暂无相

关数据的，系统自动发放蓝色电

子通行证。

对于隔离期内的人员，在提交申

报后系统将自动发放红色不予通

行证。

对南海户籍或非疫情发生地的外来

常住人员（有暂住证的），经南海

城市大脑数据库比对无误后，系统

自动发放绿色电子通行证。

对未纳入隔离的发热人员，或未纳入

隔离但身份信息与疫情发生地相关的

人员，系统发放黄色临时电子通行证，

申报信息交由镇街和村（社区）在 3

天内按疫情防控指引进行跟进处置。

黄
色

红
色

南海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南海电子通行证已有近 100 万人申领，

接下来还将根据疫情发展趋势所需，继续开发更多应用场景。

用二维码代替纸张信息进行登记，不仅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接触传播的风险。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种技防手段在南海普及开来。

在大新社区富丰新城，不少市民注册了电子通行证。市民梁女士到桂城街道大新社

区居委会办事，她一边配合安保人员测体温，一边掏出手机展示电子通行证。梁女

士说：“现在打开‘佛山南海通（战疫版）’小程序展示我的通行证，就可以进入

小区，比纸质通行证更加安全高效。”

区行政服务中心网格化科科长李显佳介绍，自推行电子通行证认证管理以来，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下发了 3 份相关文件到各社区，此外还召开视

频培训会议，向各镇街社区（村居）、所属医院及社卫中心等相关负责人进行推广。

同时，全区 5000 多名网格员通过各种渠道向居民介绍电子通行证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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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 通 行 相证 关 解 答

此前已注册申领南海电子通行证的市民，
需要重新申请佛山电子通行证吗？

假如在南海工作而在其他区居住，申领的佛
山电子通行证为黄色，该怎样办？

实名认证后能自动匹配生成身份信息吗？
实名照片能修改吗？

电子通行证会不会存在借用情况？如果存在信
息隐瞒，特别是健康状况，系统是否能够识别？

电子通行证的有效期限是多久？

已注册申请南海电子通行证的，不需再重复申请。未申领的市民，

现在多了一个渠道申请，在“佛山通”或“佛山南海通（战疫版）”

小程序均可申领。佛山与南海的电子通行证后台系统相通，实现互认、

互联、互通。

如果持有临时通行证（黄色），可在南海临时通行，由所居住区的

社区跟进核验处理。反之，若市民居住在南海而在其他区工作，可

在其他区临时通行，由南海区的社区核验处理。

实名认证后已自动匹配生成身份信息，且不能随意修改。实名认证

的同时，会记录您的上半身照片，作为认证记录。此照片一经认证，

不可更改，请在认证前整理仪容。

每人获得的二维码都是唯一的，且经过实名认证。同时，电子通行

证有时间动态，也可出示认证照片，能防止造假借用。

申请人填写的信息会与城市大脑数据库比对，一旦发现虚报隐瞒相

关信息，申请人将要负上相关法律责任。

在疫情期间，南海在全区推行电子通行证，目前未设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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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黄源力 实习生 卢娇娇 通讯员 肖淑慧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当前处于关键时期。在南海，

有这样一群巾帼战疫者——她们是疫情防控的宣传员、防

控员、监督员，同时或是妻子、或是母亲、或是女儿，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今年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10 周年，她们用战“疫”

中的勇敢、奉献，为自己庆祝节日。今天，我们细数她们在战疫中

发挥的力量，向她们致敬。

“她力量”

发挥“联”字优势

疫情期间，全区女党员、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共计 6 万多

人，组建了 256 支巾帼志愿者队伍，开展入户宣传发动、心理援

助、协助复工复产等服务。

区、镇、村（社区）三级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开设专

栏专题宣传防疫抗疫的动态消息、科普知识、宣传

动员、巾帼故事等共 2000 多条。开展“铿锵玫瑰 

巾帼战疫”最美英姿随手拍、海报生成活动，超过

84 万人次参与。

区、镇两级妇联领导及区女企协会领导走访 9 家女

企会员企业，倾听企业心声，收集企业需求，宣传

惠企政策，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肖莎莎 通讯员 潘锦艳

发动社工做专业志愿者为27名群众提供线上心理疏导服务。桂城

为辖区742户群众跑市场买菜1.4万多次，以减少辖区人员流动。九江

到农贸市场劝导经营主体开展消杀和卫生清理 105 次。西樵

28 个村（居）的280多名巾帼志愿者自发烹饪姜茶、暖心汤。丹灶

引导居民利用好家庭相聚的时间开展亲子阅读 157500人次。狮山

成立22 人“女子党员抗疫先锋队”，在泌冲高速路口执勤点

开展测温和检查共763 车次。

大沥

为220户居家观察的人员开展暖心服务，协助购买生活用品、

周边环境消毒和垃圾处理。

里水

做好贴心温暖

凝聚巾帼正能量

绘出抗疫同心圆

开展“您家的菜我来送”关爱广东医疗队员家庭公益活动，为南

海区 67户驰援湖北的医务队员家庭免费配送蔬菜超过 140次。

在“南海妇女”微信公众号上讲授 8 期家庭教育微电台抗

疫专题微课，共 34140 人收听。

南海区妇联领导到医护和生产一线慰问，并分赴各镇（街

道）将暖心防疫物资送到基层。

南海区女企业家协会为抗疫募集捐款 405776 元，

以及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价值 156400 元，其

他爱心企业捐赠暖心物资价值 74400 元。

南海厚德关爱儿童慈善会定向捐赠医用外科口罩、

医用防护服、一次性检查手套价值 72900 元。

区儿童福利会向区儿童福利中心捐赠防护服、口罩、消毒

水、免洗洗手液、一次性帽等防疫物资价值 29190元。 

各镇（街道）妇联发动女性自组织、热心人士捐赠

防疫物资、爱心物资共计价值 325000 万元。

南海保障新冠肺炎患者
得到免费救治

疫情发生后，佛山市医疗保障局南海分局切实织密疫

情防控“医保网”，确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不因费用

影响就医，全力开展救治保障筛查对象、确认疑似和确诊

参保患者救治全程的“零负担”。

救治零收费

优化服务

关 键 词

关 键 词

确保确诊和疑似患者享受各项医疗保障待遇

确保参保人员医疗保险服务不中断更优化

参保人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产生的医疗费用在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有关规定及时支付，

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补助。

在市内初诊医疗机构和定点救治医院的门急诊、留

观、住院所发生医疗费用均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在发热门诊发生的符合《广东省部分发热患者胸部

CT 筛查工作方案》的医疗费用（含基础性检查）纳

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参保人异地就医费用，无需提前办理异地就医登

记手续。

用人单位无法按时缴纳医疗保险费、生育保险费，

可延期补办。

享受佛山市产检待遇的佛山市女职工，可予以办

理临时异地就医确认手续。

无 法 按 时 参 保 并 缴 纳 费 用 可 在 疫 情 解 除 后 3 个

月 内 补 缴 。

定点或非定点救治医院救治的费用均纳入医保基

金支付范围。

医保报销不设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扫码打开“佛山南海通

（战疫版）”小程序，点击“南

海电子通行证”，进行身份

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