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１年8月15日　星期日 编辑／李立 高燕　美编／高岳 校对／张学军 邮箱：fzrbsqb@126.com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徒步越野途中遭遇暴雨和山洪，16名“驴

友”被困林区，报警求救后才被救援脱险，惊魂

未定的他们还收到了每人5000元的罚单。近

日，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依法对16名违法登山者首次开具罚单。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这起事件中，16

名“驴友”之所以被罚，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相关

法律规定，故意躲避监控设备，翻过防护装置

逃避管理，造成了非法进入河北小五台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事实。

驴友遭遇暴雨被困林区

　　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河北省

张家口市蔚县和涿鹿县境内，2002年7月经国

务院批准，由省级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暖温带森林生态系

统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褐马鸡，总面积

26700公顷，森林覆盖率77.3%，有“河北屋脊”

“京西第一道绿色屏障”美称。

　　由于地貌奇瑰、景色壮丽、林壑原始，小五

台山成为徒步登山爱好者的天堂，是北方“驴

友”心中的打卡圣地，吸引诸多户外爱好者纷

纷前往。但是，小五台山地理环境复杂、登山路

线极其艰难，近年来，时常发生“驴友”被困甚

至死伤事件。此外，有“驴友”在保护区内滥挖

破坏草甸、采摘野生植物，对小五台山造成严

重影响。

　　今年7月11日深夜，16名登山爱好者躲开

卡口和沟口的红外视频监控摄像头，私自翻越

山梁，非法进入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由于赶上暴雨发生山洪，7月12日早晨6时30

分，16人被困于蔚县桃花镇赤崖堡沟林区沟谷

阶地。

　　16名“驴友”被困后向蔚县110报警中心拨

打救援电话，后经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中心组织救援人员，与应急、消防、蓝天救

援队等联合施救，7月13日7时，16人全部救出

被困地域，并被送往医院接受身体检查和核酸

检测。

　　经查，此次非法进入保护区的16名被困

者，是来自江苏省丹阳市的登山爱好者。7月10

日6时，他们乘坐中巴车进入张家口市，7月11

日凌晨1时到达蔚县柏树乡张家窑村，入住村

里的农家院。

　　7月11日凌晨4时30分，这16人无视小五台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贴的《封山公告》及设

置的防护栏、标志牌、警示牌，躲开监控设备，

翻过防护装置，非法进入保护区，徒步穿越核

心区到达位于蔚县桃花镇的保护区赤崖堡沟

林区，造成了违法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事实。

未经许可擅闯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任何人

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因科学研究的需

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

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

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

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

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

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9条规定，在自然保护

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

保护区管理目标。在自然保护区组织参观、旅

游活动的，应当严格按照前款规定的方案进

行，并加强管理；进入自然保护区参观、旅游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

管理。

　　同时，条例第34条明确，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处

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一）擅自移

动或者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的；(二)未经批准

进入自然保护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

管理机构管理的；(三)经批准在自然保护区的

缓冲区内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

的单位个人，不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活

动成果副本的。

　　鉴于此次16名登山爱好者未经国家和河

北省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同意，擅

自闯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登山游览，河北小五

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依法对16人

作出每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据悉，这次依法处罚的行政执法行为，是

当前河北林业草原行政执法改革后，综合行政

执法主体由森林公安机关向林草行业部门转

轨的第一例，也是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首次依法开具的行政处罚单。

珍爱生命遵守封山规定

　　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直以来是

“驴友”们挑战登山探险的胜地。多年前，由于

难以杜绝“驴友”进山，依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

区内可以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规定，小五台

山保护区也曾人性化地考虑“驴友”的需求，在

保护区的实验区不同海拔区域设立了两个平

坦、避雨和安全的露营地带，供“驴友”使用。

　　然而，“口子”放开后，有“驴友”并不按照

划定区域扎营，或者在露营时损坏草坪，或者

直接挖开草甸，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

2016年7月，一些“驴友”进入小五台山保护区

后，使用铁锹等工具野蛮挖掘草甸，在露出的

光秃秃的土壤上搭起野营帐篷，其中一些人甚

至大把采摘破坏野生金莲花。

　　据了解，由于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气候寒

冷，积雪期长，高山草甸极其脆弱，一旦被破坏

就很难恢复，并且会引发周边植物更大面积的

死亡。上述“驴友”的不文明行为被曝光后，引

起有关部门和舆论的关注，小五台山自然保护

区明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严禁无关人员

进入保护区，并对发生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违

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严厉打击。

　　此后，河北省林草部门和小五台山保护区

开始常态化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保护区于2017

年4月正式发布《封山公告》，明确保护区实行

全年封山，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擅自进入保护

区开展旅游、登山、捕猎、放牧、采摘等活动。需

在保护区开展教学实习、科学研究等活动的，

必须向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批准后方可

进行。保护区还同时发布了《禁采公告》，严禁

非法采挖野生保护植物。

　　如今，由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中心重新发布的《封山公告》就张贴在保护区

门口，其中不仅重申全年封山规定，还明确将

对违规进入保护区活动的单位或个人进行严

肃查处；因非法擅自穿越保护区，造成人身伤

亡事故的，责任由组织旅游登山活动的单位或

个人承担；因搜救行动产生的一切救援费用，

由被救援单位或个人承担。

　　漫漫登山路，安全第一步；莫把生命当儿

戏，莫把法律当儿戏。对于广大“驴友”来说，征

服高山、俯瞰群峦固然具有极大吸引力。但是，

由于自然保护区气候环境复杂，加之深山区没

有通讯信号，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救援行动很

难及时有效开展。希望“驴友”不要非法进入保

护区，珍惜资源，珍爱生命。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本报通讯员 郭建岭

　　

　　“石警官，我老妈把不常用的银行卡借给一个远房亲戚

了，会不会有什么麻烦？”今年7月10日，正在河南省郑州市中

原区帝湖社区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的航海西路派出所教导员

石林，被一位步履匆匆的中年女子拉到了一边。

　　中年女子说，自己70多岁的母亲，手中有多张闲置的银行

卡，因年老多病，就没顾得上去注销账户。前两天，一个远房亲

戚来看她，说起银行卡的事，就借给他两张。今天，听了民警的

反诈骗宣传，才知道出借银行卡是违法的。

　　“就算借用人不参与电信诈骗，一旦与其他人有经济往

来，发生纠纷时，出借人可能与借用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

借用人用于电信诈骗，就涉嫌刑事犯罪。在这个过程中，不

法分子并不会用自己本人的银行卡接收款项，而是会使用

出借人的账户收款，以此来逃避司法机关的侦查。那么，出

借人就涉嫌刑事犯罪。”石林直接说明问题关键，然后又举

了一个案例。

　　航海西路派出所曾经办理了一起大学生出借银行卡的电

信诈骗案。大学生张某家境困难，一个同学跟他说：“有个朋友

想借你的银行卡用用，先付2000元，以后按月付1000元。”见有

利可图，张某动了心，就把自己的银行卡借出去了。两个月后，

借用人因涉嫌电信诈骗被公安机关抓获，张某也因涉嫌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抓获归案。

　　张某归案后，流着泪对办案民警说：“我们农村出个大学

生不容易，你们帮帮我吧。我是真不知道他们用于诈骗。”看着

张某泪流满面的样子，办案民警心里也很难受。

　　“如果张某明知借用人在实施诈骗，仍然为其提供银行

卡，就要以诈骗罪对其定罪处罚，虽然是从犯，可以减轻，但也

要结合犯罪数额对其判处实刑。与诈骗罪相比，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处罚较轻，但毕竟触犯了刑法，教训是极其深刻

的。”石林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听了石林的讲解，中年女子惊出一头

冷汗，赶紧讨教。

　　“你让老人赶紧把银行卡要回来，如果银行账户很正常，就办理注销手续。如

果对方拖延不给，你就陪老人到银行挂失，并把银行流水打出来，如果有大额资

金在账户内转入转出，就是异常现象，要选择报警处理。”听了石林的“支招”，中

年女子松了口气匆忙回家了。

　　民警提醒：我国银行账户实行实名制管理，银行账户与开户人身份信息绑

定，具有很强的身份性、私密性和专属性，开户人应妥善管理并合理使用银行账

户，不能因为亲戚朋友关系而随意出借银行卡。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

规的违法行为，因出借造成的法律风险需要个人承担，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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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侯军 曾长羽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孩子放暑假。”

　　这个“怕”里，还应该加上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来自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的数据显示，电信网络诈骗盯上了正在

放暑假的孩子们。襄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

96110接警台统计，7月1日至20日，该市接报

涉及20岁以下大中小学生电诈案件15起、

涉案17万余元。

　　7月14日晚，初二学生莹莹在家用母亲

的手机上网，通过网友介绍下载了一款“某

宝互动”App。客服说，只要点赞视频刷单，

就能赚取佣金。在几次点赞赚到几元钱甜

头后，一名“金牌客服”又推荐她做竞猜业

务，刷单后保证本金和奖励返还。莹莹从微

信钱包中投资5000元，但是本金和奖励却

无法提现。客服以操作失误要补救为由，诱

导莹莹再次投入5000元。妈妈发现后，赶紧

报警。莹莹才意识自己做的“生意”是遭遇

了刷单诈骗。

　　10岁的小函则碰上了“免费涨粉丝”的

骗局。

　　7月13日下午，小函用妈妈手机上网，

在抖音群看到一则消息，加入“KK抖音热

门可以免费涨粉”，便欣然加入。客服称手

机账户异常，涉嫌违法要冻结罚款，让小函

跟自己视频私密聊天。在客服诱导下，小函

又扫描二维码，用妈妈的支付宝购买4000

元的“陌陌币”“YY币”等虚拟商品，以便给

手机解冻。小函妈妈发现银行卡有支出信

息，才知道孩子被骗。

　　12岁的小秋在QQ群里碰上了“免费领

皮肤”的诈骗。

　　7月11日，小秋在QQ群里被一起玩网

络游戏的好友拉入一聊天群，群里称向

一抖音账号充值后可以免费领取游戏

皮肤。小秋遂用奶奶的手机微信向

该账号充值9500元，随后却被对方

拉黑。小秋奶奶查看手机时，才发现

被骗。

　　不光小学生，大学生也可能

被骗。

　　大学生小毛在玩手机游戏时，

突然从窗口弹出“低价

出售游戏装备”的广

告消息。添加QQ好友后，对方先后让小毛

充值200元注册账号、充值1200元作为押

金。小毛充值后，发现账户被冻结。此时又

弹出一个窗口，让小毛再次充值6600元才

能解冻。小毛无奈只能充值，谁料对方将他

拉黑。这时，小毛发现被骗，立即报警。

　　“网恋”也是大学生容易中招的诈骗

形式。

　　放暑假后，大学生吴某通过网络游戏

添加一名叫“黄小雅”的好友，两人感觉不

错，遂确立了恋爱关系。7月10日，黄小雅称

父亲病重，要借钱看病，找吴某要了微信密

码及支付密码。随后，吴某的微信号被迫下

线，过了两天才恢复正常。7月13日，吴某爷

爷打来电话，说自己绑定在吴某微信上的

银行卡少了13800元钱。吴某翻看微信账单

后，发现均是“黄小雅”转出。吴某报警后，

才发现他的网恋女友所提供姓名及身份信

息都是假的。

　　襄阳警方提示，暑假里，游戏、刷网是

许多孩子日常消遣娱乐的一种方式，广

大家长应加强对他们的引导，增强孩子

的防诈意识。家长们要保护好自己的手

机和密码，尽量不要将手机支付或银行

卡密码告知孩子，避免遭受损失。要注意

各类屡禁不绝的电诈手段，比如招生（辅

导）诈骗、奖学金（助学金）诈骗、校园贷

款诈骗和网络退款诈骗、兼职刷单诈骗

等，家长、学生要增强识骗、防骗、拒骗意

识和能力。家长和学生们要对转账、支

付、购物保持高度警惕，千万做到“不信、

不听、不转钱”。遭遇电诈后，家长和学生

们要尽快拨打96110报警，准确记录骗子

开户行、账号、姓名等信息，以便紧急止

付，减少损失。

电诈盯上“暑假档”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被骗之前，每个人都觉得诈骗离自

己很远，可当下骗局紧跟热点，花样百

变就在身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重庆

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中，冒充电商

物流客服类、刷单返利类、“杀猪盘”较

为高发。受骗者偏年轻群体，且大多是

女性，达70%以上。

　　为让广大群众全面了解防范诈骗，

重庆市反诈骗中心对上半年群众最容

易中招的三类骗术进行梳理，通过剖析

诈骗手法，给出预警提醒：可疑电话不

理睬，陌生链接不乱点，以交友为由荐

股理财的坚决不要信，切勿轻易转账！

遭遇诈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遇

到96110来电请一定接听！

兼职刷单反被骗走13万

　　刷单返利类在重庆上半年电诈案

中占比20%，受害人中女性占比76%，年

龄分段主要是18至35岁。

　　5月，小余通过某吃货群发现一兼

职刷单截图，并通过该截图中的微信二

维码，添加一好友，该好友推荐小余下

载“企业X信”App，并在该App上添加

了4个群4名好友。某日，其中一好友通

过私信向小余发送消息，要求其到他发

来的网站刷单，刷单完成后会将本金及

佣金返还。小余按照对方提供的银行账

户进行充值后在网址上下单，后发现不

能提现，随即意识到被骗，共计被骗13

万余元。

　　民警提醒：骗子通过聊天工具吸引

目标群体，晒兼职收益、付款截图等骗

取受害人的信任，让受害人获取小额利

益后再让其加大投入，最后以“任务单

未完成”等为由拒退本金。

　　网络刷单100%是诈骗！天上不会掉

馅饼，对于涉及“缴纳定金”“轻松日赚

上百上千”等网络信息要做到不听、不

信、不传。

说好一起赚钱就自己亏了

　　“杀猪盘”类在重庆上半年电诈案

中占比23%，受害人中女性占比74%，年

龄分段主要是22至50岁。

　　唐某报警称其认识一网友，畅聊了

几天，对方就推荐一个网站，说这个网

站可以炒数字货币，能带着他一起挣不

少钱。唐某在该平台上充了1000元，跟

着“好友”当天就赚了钱并成功提现。之

后几天唐某的几次投资都赚了钱，也成

功提现……唐某就此深信不疑，陆续向

该平台充了131万元。直到最后唐某发

现该平台不能正常提现了，才意识到这

是个骗局，随即报警，共计被骗160余

万元。

　　民警提醒：诈骗分子往往包装成

“高富帅”“白富美”，通过各种聊天软件

或婚恋网站联系上事主，建立起相互信

任的关系，并在这期间展示自己的获利

渠道，或是称自己知悉某平台漏洞、内

幕，引诱受害人前往平台投注或投资。

先以小额获利开始，逐步引导受害人加

大投入，待平台出现无法取现时，诈骗

分子以出入金手续费、充值满一定金额

取现等理由让受害人继续汇款；或是更

改后台数据造成受害人大幅亏损的假

象，并以挽损为名诱导受害人继续投

入，直至受害人再无资金可投入。

　　所以，网络交友涉及钱财须谨慎。

不要相信“稳赚不赔”“低成本、高回报”

之类的投资赚钱谎言。不要给陌生账户

转账，对熟人进行转账也一定要谨慎，

并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通，防止落入

圈套。

双倍赔偿变身数次转账

　　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在重庆上半

年电诈案中占比10%，受害人中女性占

比70%，年龄分段主要是19至30岁。

　　重庆市民王某接到一个陌生电

话，对方自称是某快递工作人员，告知

王某购买的物品在运输途中丢失了，

可以申请购货价的双倍赔偿，随后让

王某添加昵称叫“×蚁理赔中心22”的

好友，对方自我介绍是工作人员，解释

说怕误扣了王某支付宝里面的钱，叫

王某把支付宝、微信里面的所有钱都

转到银行卡里面去。又说王某的支付

宝账户安全系数较低，要提升支付宝

的安全等级，随后对方给王某发了一

个账户，叫王某把银行卡上的钱转到

这个账户。王某按照对方操作转账后，

对方仍然以王某支付宝账户等级不够

为由让其继续转账……最后，王某共

计被骗28万余元。

　　民警提醒：退货退款无须事前转

款！遇到客服退款、账户升级异常等，一

定要认真核实对方身份，可以电话联系

电商平台客服或者官方在线客服进行

确认。电商平台客服不会添加你的微

信、QQ好友，一切操作请在电商平台内

进行。对方一旦让你操作转账、扫码、提

供验证码或者“借呗”这类借贷产品，统

统不要理会。验证码和各类密码要小心

保管，不要点开对方发来的任何链接。

民警教你防范
三类骗术

□ 本报记者 邓君

　　说到“人脸识别”，大家都不陌生，现在不少软件在认证身份时都要进行人脸识别。

但你在使用人脸识别功能时注意过自己的形象吗？近日一则“人脸识别一定要穿上衣

服”的微博冲上热搜引发热议。

　　新浪微博用户@法小岛发微博称，大家在使用App人脸识别功能时一定要穿衣服，

因为“摄像头不仅仅只采集被识别者人脸的一部分”。

　　广东交警蜀黍介绍，很多用户误以为人脸识别系统只会将人脸的部分上传，于是，

他们可能在趴在被子里时、洗澡时，甚至和另一半拥抱时做人脸识别。但事实上，不管在

屏幕显示的人脸框内还是框外，只要是在摄像头可拍摄范围，无论人或物全部都会被拍

到，一并上传至后台。

　　于是，民警在后台办理审核交管12123平台业务时看到的画面，包括了在男友的臂

弯中人脸识别、在漆黑的房间里人脸识别、在柔软的大床上人脸识别、在吞云吐雾时人

脸识别……

　　蜀黍表示，一点也不想看见这些画面。

　　广东交警蜀黍提醒，在交管12123平台上办理车驾管业务时，为避免因“活体检测照

片不端正，需重新上传”而被退办业务，各位驾驶人应注意：凡是需上传活体检测照片

的，请保持姿态端正、衣着整齐，同时确保环境光线充足，不要进行吸烟、敷面膜、仰卧、

剔牙等行为。

　　符合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在参与网上考试学法减分时，随机抓拍时未采集到人像

的；人脸识别比对未通过的；实名认证未通过的；从事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

知识网上学习、考试无关活动情形的，这些情况会导致学习或考试不通过。因此在进行

“两个教育”网络学习的时候，驾驶人注意必须要本人参与，不能出现其他人或者与他人

同框的照片，也不能从事其他与学习无关的活动。

漫画/高岳

后台蜀黍不想再看见这些画面了

““驴驴友友””擅擅入入自自然然保保护护区区违违法法被被罚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