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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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
近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为适应商业航天市场需
求，我国正抓紧研制4米级、5米级
可重复使用火箭，计划分别于
2025年和2026年首飞。

“可重复使用火箭是未来太空
探索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它具有
低成本、高效率、技术难度大和更
加环保等特点。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克服许多技术难题，还需要探
索攻关新的材料、结构和控制方法
等。研制4米级、5米级可重复使
用火箭意味着我们在商业航天发
射市场更进了一步。”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究发展
部部长王巍说。

中国商业航天正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不久前发布的《中国航天科技
活动蓝皮书（2023年）》显示，2023年
我国共完成26次商业发射，发射成
功率达96%；共研制发射120颗商业
卫星，占全年研制发射卫星数量的
54%。与此同时，发射、测控设施建
设持续推进，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
场一号发射工位正式竣工，二号工位
正加快推进建设，两个工位将各具备
每年执行16次发射任务的能力。今
年，商业航天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为行业发展注入更多信心。

我国正研制4米级、5米级可重复使用火箭

在我国第46个植树节到来之
际，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12日
发布《2023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
公报》显示，全国全年完成造林
399.8万公顷、种草改良437.9万公
顷，国土绿化面积超800万公顷。
此外，还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
190.5万公顷。

公报显示，2023年，全民义务

植树深入推进，线上线下活动蓬勃
开展。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履“植”，
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累计8.3
万人次参与植树活动。持续推进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全年上
线发布各类尽责活动2.4万多个，
建成“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1500多个，初步实现全年尽责、多
样尽责、方便尽责。 据新华社

记者从淮河能源控股集团煤
业分公司谢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现场了解到，谢桥煤矿瓦斯爆炸事
故已致7人死亡，还有2人被困井
下仍在救援中。

11日12时10分许，淮河能源
控股集团煤业分公司谢桥煤矿发
生一起瓦斯事故，经初步了解，该
矿在封闭2131（3）工作面采空区
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现场24人涉

险。事发后，有22人升井，其中升
井时已重伤的 8 人中有 7 人死
亡。目前还有2人被困井下，仍在
救援中。

据了解，该矿为国有重点煤
矿，核定生产能力960万吨/年，属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水文地质类型
为极复杂，煤层自燃倾向性为自
燃，煤尘有爆炸危险性，处于正常
生产状态，证照齐全。 据新华社

1.9万余人买假特种作业操作证
涵盖39种高风险作业，安全生产如何拦住“隐形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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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已致7人死亡

2023年全国国土绿化面积超800万公顷

心脏支架植入手术是治疗急
性心肌梗死的重要措施。国家医
保局日前发布了近3年集采心脏支
架的使用情况，数据显示2021年
至2023年，中选心脏支架使用量
年均增长17%，累计370万余名患
者植入了中选支架。

2020年11月，国家组织高值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首单”即为
心脏支架，中选产品价格降至700
元至800元左右，而在集中带量采
购前，心脏支架平均价格高达1.3万
元，进口支架价格更是接近2万元。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绝大多
数心脏支架植入患者用的是中选
支架，中选支架占所有心脏支架使
用量的95%以上。临床专家表示，
主流品牌的心脏支架均中选，医疗

机构原使用的品牌基本不需要更
换，使用过程中的临床性能也没有
变化。

在供应方面，2021年至2023
年，降价后的中选心脏支架供应量
分别是当年协议量的149%、123%
和123%，中选厂家总体上积极履
行中选后的责任和义务，足量供应
降价后的心脏支架。

从使用数据看，铬合金载药支
架使用量占比从集采前的60%上
升到95%以上，患者使用心脏支架
实现迭代升级。集采心脏支架是
经临床长期验证性能良好的铬合
金载药支架，能够更好地减少术后
血管再狭窄的发生率，是裸支架和
不锈钢支架的升级产品，也是当前
主流使用的品种。 据新华社

近3年370万余名患者使用集采中选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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