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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呼吁公众不要
擅自进行水下文物调查活动

新华社电 近日，两名潜水员在潘家
口进行水下长城探索项目中不幸遇
难。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 22日举
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对
潜水员的遇难“感到十分惋惜和遗
憾”，并呼吁社会公众不要擅自进行水
下文物调查活动。

“这次活动并未向国家文物局申报。”
刘玉珠说，“对于水下文物调查，相关法律
和条例都有明确规定，必须要经过文物部
门批准。这不仅是出于文物安全的考虑，
更是为了确保人员安全。”

据介绍，以潘家口 01号、02号敌台
和长城 2段为代表的潘家口长城（含水
库淹没区部分）是已确认的长城遗存。
《长城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有组织地在未
辟为参观游览区的长城段落举行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
例》也规定，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私自勘探
或者发掘。

刘玉珠呼吁社会公众能够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从保证人身安全和文物安全
的角度出发，不要擅自开展水下文物调查
或在未辟为参观游览区的长城段落举行活
动，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江西丰城发电厂冷却塔施工
平台坍塌致73人死亡
最高检:25人涉嫌
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

新华社电 记者 22日从最高检获悉，
检察机关在介入江西丰城发电厂“11·
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
调查中，依法对 25名涉嫌玩忽职守罪、
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的
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并采取了相关强
制措施。

2016年 11月 24日，位于丰城市石上
村的江西丰城发电厂三期扩建工程在建7
号冷却塔筒壁顶部施工中发生一起特别重
大坍塌事故，造成 73人死亡，2人受伤，直
接经济损失10197.2万元。

经调查，事故暴露出部分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有的人忽视
安全生产工作，对企业长期存在的安全生
产隐患不予以查处；有的人违规违法招投
标，甚至违法赶工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
要责任；有的人甚至贪污、私分国有资产等
问题。

截至目前，检察机关已依法对江西省
投资集团公司原党委委员、工会主席、丰电
三期扩建工程原总指挥邓勇超（副厅级）、
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电力安全监管处原
处长张志祥、电力工程质量总站监督处原
负责人白洪海、丰电三期扩建工程质量监
督项目站原站长杨飞云、丰城市工信委原
主任涂爱平等 25人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
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立
案侦查，并采取了强制措施。同时，检察机
关还对公安机关查办的25名涉嫌生产、销
售伪劣商品等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批准
逮捕。

李先生在武昌一家网吧工作，9月11
日，他突然昏迷倒地，被送到医院抢救，
转危为安。事后，患者父亲找到院方，要
求赔偿抢救时剪坏的衣物、丢失的钱款
等，共 1500元，最后经调解，医生凑钱赔
了1000元。记者采访参与抢救的一位医
生，他称，还是以抢救为主，抢救室不止
这一个人，没精力整理衣物。他还说，能
理解患者，“可能1000元对有些人不算什
么，对他可能很重要。”

医生抢救时剪衣物
救完人后被家属索赔千元

男子突发肺栓塞致心脏呼吸骤停，
经中南医院急救医生全力抢救，终于转
危为安。不过，患者的父亲事后找到院
方，称医生抢救儿子时剪掉了衣裤，导致
其裤兜里的500元现金、身份证等物品遗
失，索要1000元赔偿金。

21日，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将凑的
1000元钱给了患者家属。

男子突然发病心脏骤停
医生全力抢救转危为安

34岁的李先生在武昌一家网吧工

作，9月 11日下午，他在工作时突然昏迷
倒地不省人事，被120救护车送到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下午 4点 25分，李先生被
送进急救中心抢救。

事发时的监控显示，多名医护轮番
为李先生进行胸部按压，并采取了安插
呼吸机等抢救措施。下午5点半，一男一
女两名医护人员将李先生的短裤和T恤
分别用剪刀剪断，并把从身上扯下的衣
物扔到抢救室角落。半小时后，医护
人员推来人工心肺仪，为李先生建立
起体外心肺循环。“当时情况紧急，抢
救生命是第一位的。”参与抢救的急救
中心副主任医师夏剑表示，经过心脏
造影、肺动脉 CT等检查，确认李先生
昏迷的原因是肺栓塞，这是一种非常
凶险的疾病。由于在抢救过程中患者
心脏不间断地停跳，所以在查明病因
前，必须通过人工心肺仪维持生命体
征，为诊断赢得时间。而插入人工心
肺仪需通过大腿根部穿刺，要在腿部、
腹部等部位消毒，所以必须剪掉身上的
衣裤。

因抢救及时，李先生当晚情况好转，
转入 ICU继续治疗。18日晚，李先生终

于脱离生命危险，转入普通病房，目前正
在康复中。

医院称剪衣抢救无过错
会吸取教训把细节做好

李先生的父亲说，自己很感激医生
全力抢救儿子的生命，救治费如今已花
费 10多万元，自己就算借钱也会交给
医院。但是，一码归一码，医院没有把
儿子口袋里的财物交给家属，工作中存
在失误就应该赔偿。自己要求赔偿
1000元合情合理，其中 500元是衣裤、
数据线的费用，500元是现金损失，而
补办银行卡、身份证需要的时间成本还
没计算在内。

中南医院副院长、急救中心主任赵
剡强调，医护人员剪衣服救人的程序
绝对没有错，但这次抢救情况危急，医
护人员非常紧张，救治成功后情绪激
动，忘记检查而是直接当作垃圾处理，
确实存在失误。医院会吸取教训，今
后更加严格要求医护人员，更加注意
诊疗过程中的细节，力争避免类似事
件再度发生。
据楚天都市报

“网络安全进校园”支招防骗技巧

网络兼职刷单被骗者六成是90后和00后
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周的网络安全进校园之防范通信信息诈

骗公益行活动，向生活在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支招防骗技巧，尤
其提醒大学生防范新的诈骗形式，比如“网络兼职刷单”。

■大学生防诈骗指南
诈骗形式

●网络兼职刷单：
借口卡单、系统故障等，要求不停转账
●“教育退费”类：
冒充教育、财政或劳动部门工作人员
●出售考试作弊工具或考试答案类：
自诩有“内部渠道”
●银行卡类：
发送“银行卡刷卡消费”、“信用卡透
支”等信息

防骗贴士
●不接听陌生电话
●不轻信陌生短信
●不登录特殊网络
●不查看陌生邮件
●不轻易下载非正式渠道软件包括
APP
●不轻易使用陌生WiFi宁肯用流量
●不轻易透露或泄露个人隐私信息，包
括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微信与QQ等

当前，针对学生群体的诈骗层出不
穷。两年挂科 7次的大学生吴迪(化名)
听信“只要交 500元钱就可以利用黑客
手段攻击学校的服务器消除挂科记录”，
反复找所谓的“黑客”消挂科，直到报案
时已被7人所骗，损失6800元。

“你也许想不到，自己的家人、身边的
朋友竟然成为通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而
他一直选择沉默”，在网络安全进校园活
动现场，上海市通信管理局互联网管理处
处长戴斌作了“防范通信信息诈骗”讲座。

戴斌列举多种针对学生群体的诈骗
形式，比如“教育退费”类诈骗往往冒充教

育、财政或劳动部门工作人员，打着“发放
扶贫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学校
发补助款”的幌子，而出售考试作弊工具
或考试答案类诈骗，往往发短信称有“内
部渠道”，至于银行卡类诈骗一般群发“银
行卡刷卡消费”、“信用卡透支”等信息。

有哪些防骗小贴士？戴斌提醒：不
接听陌生电话，不轻信陌生短信，不登录
特殊网络，不查看陌生邮件，不轻易下载
非正式渠道软件包括APP，不轻易使用
陌生WiFi宁肯用流量，不轻易透露或泄
露个人隐私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银行
账号、微信与QQ等。据南方都市报

什么是刷单？一些网店新开张或生
意不好，“刷单”可以模拟真实购物，提高
店铺和单品的排名、等级等。对于刷单，
上海大学生小林深有体会。

“当时，我正在玩游戏，收到了一个
弹窗广告，被‘每天刷单10笔，月入5000’
的标语吸引。”小林按广告所示尝试性刷
了一笔，获得6%的佣金。但当他刷第二
笔转出 1000元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对
方，这才发现被骗。

“一般骗子给你尝到甜头后，都会要
求连刷 6笔，并用卡单、系统故障等借
口，要求不停转账，最终同学们被骗少则
一千，多则过万。”蚂蚁金服安全管理部
总监祝志晓解释称。

在 9月 20日的网络
安全宣传周电信主题日
上，网络安全专家现场支
招如何提升防范校园通
信信息诈骗意识，让大学
生更好地保护自己，不再让“徐玉玉案”
等悲剧重演。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校园里刷单兼
职被骗的事时有发生。数据显示，兼职
诈骗中，六成诈骗受害者是 90后和 00
后，女性占比60%以上，25岁及以下被骗
用户占比65%。从风险走势来看，由于7
月进入暑期，兼职案件明显呈现高发态
势，8月初达到风险高峰，暑期进入尾声
后风险回落。

“兼职刷单”六成被骗者是女生

“七不”提醒学生破诈骗“迷局”

剪衣物救人后被索千元

医生：可能1000元对他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