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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参加培训和考试，提供身
份信息花费几十元到几百元，即可
拿到一张带“公章”的特种作业操作
证；扫描证件上的二维码，弹出的

“官方”网站还可在线验伪……
记者采访获悉，北京检察系统

近期查办一起特大伪造特种作业操
作证案件；该案中，超过 1.9 万人购
买了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涵盖
39种高风险作业。目前，部分犯罪
嫌疑人已被提起公诉。

近2万名高风险作业人员
购买假证

北京市西城区应急管理综合执
法大队此前在某项目工地检查时发
现，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白
某某持有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为假
证件。

经查，白某某在未经专业培训
及资格考试的情况下，花500元在网
上购买了假证。扫描假证上的二维
码，跳转的查询网站并非官方网站。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第七检察
部检察官于伟香说，犯罪团伙开设
的虚假网站后台数据显示，有超过
50万人关注该网站，超过1.9万人购
买了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施工
工种涵盖电气焊、高空作业、起重、
信号等39种高风险作业。

为精准摸排假证是否已流入工
地、流入数量和具体点位，北京市检
察系统快速构建起大数据模型。“我
们将虚假网站中提取到的假证人员
信息与有关部门的查询平台数据进
行比对，持假证从事特种作业人
员及其工地情况一目了然。”于伟
香说。

26岁的主犯孙某某仅有初中学
历。孙某某供述，为牟取不当利益，
他从网上雇人搭建网站。制假人员
只需在网站后台管理页面填写身份
信息，就会自动生成伪造的特种作
业操作资格证书，扫描证件上的二
维码，会打开假官方网站，国徽、机
关名称、假证有效期、工种信息一应
俱全。

孙某某说，电子版假证通过社
交软件传送，实体版证件则通过外
地犯罪人员制作后邮寄。

“上游人员建立、维护假冒网
站，各级中间人层层发展下线，一个
假证制作成本大概10元，卖几十元
到几百元不等，利润可观。”北京市
西城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助理检察
官张欣说。

安全生产的“保障证”为何
层层失守？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因为从
业人员持有假证或未取得证件违规
作业酿成的事故屡见不鲜。

例如，2020年11月6日，长春世
鹿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火灾事故
致5死1伤，原因系电焊作业引燃易
燃保温材料，其中3名无证人员违规
上岗作业；2023年4月17日，浙江伟
嘉利工贸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火灾事
故致11人死亡，事故起因也系电焊
施工引燃违规存放的拉丝调制漆，4
名无证电焊作业人员事后被刑事
拘留。

“特种作业环境复杂，风险大，
只有全面了解作业规范和安全措
施，学习应急处理方法和自我保护
技巧，才能减少风险事故。”张欣说。

那么，为何一些人愿意铤而走
险办假证？

据业内人士介绍，特种作业用
工需求旺盛，范围广、种类多，发证
机关既有应急管理部门，也有市场
监管、住建部门，目前尚没有能全部
覆盖的查询网站，用工单位查询不
够便利；多部门并管也易形成“各管
一摊”，发现和打击难。

一名建筑企业负责人表示，假
网站和官网很相似，部分企业和工
地管理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对于证
件真伪查验力度不足；有时工地上
急于用工，并未仔细查验。

此外，特种作业属于“熟人”行
业，亲朋好友相互介绍较多，“认脸”
胜过“认证”，用工时容易浑水摸鱼。

于伟香介绍，一些犯罪嫌疑人
并非以营利为目的联系他人制作假
证，有时仅为“方便”或“义气”，为
工友办理假证，自以为帮了别人
忙，实际上是法律知识不足、法律
意识淡薄。

一些工地还存在上级主动提出

给下级办假证的情况。在孙某某案
中，北京某公司一名项目经理为拓
展业务、快速获取业绩，通过购假手
段，主动为员工非法办理叉车证20
余张。

违法成本较低、威慑程度不够，
也是缘由之一。按照《特种作业人
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非法印制、伪造、倒卖特
种作业操作证，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特种作业人员使用伪
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处100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多方合力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受访专家和法律界人士建议，
应进一步从严查处违法行为，严格
证件发放和查验管理制度，从源头
端遏制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多方共
管打好“组合拳”。

广东格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倩
认为，当前针对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应
对非法印制、伪造、倒卖以及冒用、
借用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不法行为加
重处罚。

“安全生产无小事，只有将隐患
及时消除，才能避免更大损失。”张
欣说，相关监管部门要对辖区内涉
及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工地进行定期
排查，及时发现使用假证人员；对于
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移送检
察院。

此外，相关互联网平台应进一
步做好违法信息清理工作，持续监
控 有 关 制 证 、售 证 的 贴 吧 、群 聊
等，对于发现的相关违法线索及
时查处。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建议，应
加强对涉事企业、工地分管生产领
导的安全培训，加强安全管理教育，
在招工、用工时严格审核从业人员
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真实有效，
提高对假网站的识别能力。

同时，要加大普法力度，相关人
员可入驻工地开展法律讲座，针对
伪造、买卖特种作业操作证等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法律知识普及，提高
工人安全生产意识，自觉抵制违法
行为。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1.9万余张操作证造假！
安全生产如何拦住“隐形杀手”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为
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服务，推动
住宿、餐饮等旅游全产业链恢复
发展，中国饭店协会12日发布关
于便利外籍人员来华住宿服务的
倡议书，建议我国住宿企业加强
与国际标准接轨、优化境外预订
渠道管理，便捷国际卡支付等。

倡议书具体内容包括：不无
故拒绝接待外籍客人，提升国际
化水平，有条件的企业开通国际
长途、国际电视频道，提供中英文
点菜服务，完善店内中英文标识，
OTA 平台持续优化入境人员的
线上线下预订和支付体验，加强
服务人员英语口语、涉外接待、海
外风俗等方面的培训……

中国饭店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协会将进一步推动行业相关
领域的培训力度，在法律法规学
习、对外服务意识提升、产品设计
创新、服务流程优化等方面疏通
堵点，为提高服务质量，丰富和提
升国家旅游形象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饭店协会倡议
住宿企业
便捷国际卡支付

新 华 社 成 都 3 月 12 日 电
“青春有约 蜀里同行”台湾大
学生中华文化研习营 11 日在成
都开营。研习营由海峡两岸关系
协会主办、四川省台办承办。来
自台湾世新大学、台湾大学、台
湾铭传大学的 26 名台湾大学生
与 26 名四川大学学生“结对”，
开启为期一周的四川之旅。

“研习营是台湾学生了解大
陆的窗口，也是台湾学生跟大陆
学生进行交流的平台。”据海峡
两岸关系协会副秘书长于京介
绍，1995 年至今，台湾大学生
中华文化研习营已举办 29 年，
先后有近5万名台湾学生来大陆
参加交流活动。

早在 1995 年，台湾中华历
史传播协会理事长李功勤就曾带
领学生参加中华文化研习营。李
功勤表示，台北的成都路是台湾
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来到成都
有“天然的亲切感”。“两岸一家
亲，希望两岸年轻人利用这次机
会多交流。”

研习营期间，台湾大学生将
前往绵阳梓潼县“文昌祖庭”开
展文昌文化系列研学活动，参观
都江堰水利工程，与大熊猫近距
离接触，还将与在川创业的台湾
青年座谈交流创业经验，并参观
建川博物馆了解抗战历史。

台湾大学生中华文化
研习营在成都开营

3月12日，上汽集团乘用车福建
宁德基地生产的车辆从福州港江阴港
区码头驶上远洋滚装轮。

当日，4000辆上汽集团乘用车福
建宁德基地生产的汽车陆续驶上停靠
在福州港江阴港区码头的“安吉智慧”
号滚装轮。该批次车辆将发往荷兰、
埃及、英国等国。据介绍，这是福建省
单航次装载量最大的一批出口汽车，
本次出口的汽车中包含新能源汽车
2800辆，占比70%。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