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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11日电（记者 高
亢）记者 11 日从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获
悉，1至2月，我国汽
车 产 销 量 分 别 达
391.9 万 辆 和 402.6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8.1%和11.1%。

据中汽协副秘
书长陈士华介绍，2
月，春节假期导致
有效工作日减少，
且部分购车需求已
在 春 节 前 得 到 释
放，汽车产销量总
体 较 1 月 有 所 回
落。2月，我国汽车
产 销 量 分 别 达
150.6 万辆和 158.4
万辆，环比分别下
降 37.5%和 35.1%，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25.9%和19.9%。

中汽协数据显
示，1 至 2 月，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 125.2 万辆和
12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9.4%，市场占有率达30%。

陈士华表示，一系列政策的进一
步细化和落实，将有助于巩固、拓展汽
车行业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激发企
业创新动力，持续推动汽车产业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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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涂铭 吴文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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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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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3月11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拍摄的秭归旅游港。
春到三峡，山花盛开，江水碧绿，船舶航行江面，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新华社发 郑家裕 摄
春到三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