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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咨询电话牵出仿
冒政府网站

“在‘武汉市人事人才服务网’
上，能够查询到的专业技术职称证
书是否就是真的？”2022 年 1月 13
日，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作人员接到一个咨询电话。

工作人员注意到，该网站并不
是武汉市人社局下属网站，也不是
官方指定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信息
查询网站。工作人员一边记下咨询
者提供的网址，一边告知对方正规
的查询渠道。

随后，这名工作人员登录“武汉
市人事人才服务网”发现，该网站在
主页显著位置设置有“职称查询”

“职业资格查询”等窗口；网页底部
信息显示，主办单位是“武汉市政务
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武汉市公共
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

这一情况经上报后引起武汉市
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高度重
视。

当天，该处联系武汉市政务服
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电子政务推进
处，请对方予以核实，后获答复：该
网站所显示的主办单位不属实，网
站与武汉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无关联。这意味着，有人疑似非
法冒用武汉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处的名义，提供虚假的职称网
上查询验证服务。

工作人员当即向警方报案。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塔子

湖街派出所对该案予以立案侦查。
经研判发现，福建省南平籍男子吴
某有重大作案嫌疑。2023年 7月，
警方在南平市将吴某抓获。经审讯
及后续侦查，另两名犯罪嫌疑人潘
某、宋某相继落网。

出生于1988年的吴某，长期从
事建筑行业相关工作。接受警方审
讯时，吴某称，2019年，有网友告诉
他，有一些建筑工程师、市政工程师
等初、中、高级资格证书“在网上查
不到”，问他有没有办法能在网上查
到。吴某从朋友处得知，可以“做一
个网站来查询这些证书”。

吴某找到了初中同学宋某商议
合作。宋某与其同龄，大专毕业后
一直从事软件开发相关工作。

据宋某交代，吴某向其展示了
武汉市人社局网站，提出做一个类
似的网站，要有信息展示、数据查询
等功能。“信息展示”就是要让网站
主页能展示一些武汉市人社局官网
新闻，让页面布局看起来像政府网
站；“数据查询”则是添加“职称查
询”和“职业资格查询”的输入框，方
便有查验需求的人输入身份证和名
字就能查到“职称”信息和“职业资

格证书”信息。
宋某明白，仿冒政务网站是违

法的，但出于多种因素考虑，他答应
了吴某。宋某只会做网页前端开
发、页面设计，他随后向吴某推荐了
前同事、擅长网站后端开发的潘某。

出生于1986年的潘某，大专文
化，福建南安籍，当时无业。据潘某
交代，从吴某处得知要开发的网站
相关情况后，他意识到这是用不正
规的网站去验证相关证件，但吴某
告诉他自己具备相关“资质”。一番
合计后，潘某、宋某便着手对网站进
行开发设计。

很快，潘某、宋某搭建起了“武
汉市人事人才服务网”。为让网站
显得与武汉市人社局官网更接近，
他们还在网站主页设置了“局长信
箱”“网上咨询”“网上审批事项”入
口。不过，这些板块只是设置了图
标，“点进去根本点不动”。

两家仿冒网站累计录
入5051条“山寨证书”信息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发现，这一
团伙利用同样手段，还搭建了“山西
人事人才服务网”。两家仿冒网站
的服务器均位于境外。

网站搭建完毕后，潘某将网站
后台管理员权限交给吴某。吴某负
责将假冒的资格证书相关信息一条
条录入网站后台形成数据库，以供
人通过网站主页入口查询。

这些假证涵盖机械工程师证
书、机电工程师证书等。证书的数
据信息包括：证书编号、姓名、性别、
身份证号码、证书专业名称和专业
等级、评审日期、发证单位。截至案
发，“武汉市人事人才服务网”累计
录入2956条证书信息；“山西人事

人才服务网”累计录入信息 2095
条。

吴某交代，证书信息是“上线”
通过网络发来的。起初，吴某不愿
承认自己知道这些证书是伪造的，
谎称“不知道这些证书为什么在政
府网站上查询不到”。

随着警方调查深入，吴某改口
承认知道这些证书是假冒的。他
称，自己每录入一条信息，获得四五
十元报酬，5000 余条信息共获利
202040元。

根据涉案网站后台数据库信
息，警方与多名假证持有者取得了
联系。然而，有的电话接通后短暂
了解了警方来意，便匆匆挂断，有的
却“不知道自己办有假证”。

这些伪造的证书来自何方？
案件承办人、武汉市江岸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甘雪懿向记者介
绍，经查，吴某与假证制作方联系使
用的是具备“阅后即焚”功能的聊天
软件。目前，针对该案“上线”的线
索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检察官提醒：年轻人面
对诱惑，不要心存侥幸

据潘某、宋某交代，帮助吴某搭
建网站后，二人分别从吴某处获得
1.5万元、1.2万元酬劳。起初，他们
也知道仿冒政府网站是违法的，但抱
着“侥幸”心理，以为自己并没有参与
制作、售卖假证，会逃过一劫。没想
到搭建非法网站3年后，落入法网。

案发后，吴某的家人代为退还
了202040元违法所得。潘某、宋某
的违法所得也被追缴。法庭上，三
人均当庭认罪认罚。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人社部门
高度重视技术技能类证书查询服务

等的相关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信

息显示，2020年9月，全国各级人社
部门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活动，号召

“认准人社官方网站，对仿冒网站说
不”，并具体提示：部分不法网站仿
冒人社部门网站，非法窃取、倒卖、
利用个人信息，甚至在网上发布、受
理各种培训或办证信息，制作、贩卖
虚假的国家专业技术证书、职业资
格证书等；公众在通过互联网进行
人社相关业务查询、申请、办理时，
需提高警惕，辨别真伪。

2022年4月，人社部、中央网信
办印发《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
证书”网络治理工作的通知》称，人
社部联合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对“山
寨证书”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公开信息显示，已
发现、查实、关停了一批仿冒网站。

人社部官网信息提醒，人社部
认可的技能类评价证书可通过技能
人才评价工作网(www.osta.org.cn
和 osta.mohrss.gov.cn）查 询 。 其
中，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主页设置
有“‘山寨证书’专项治理”专栏，公
布相关政策文件、声明公告、相关解
读等内容，方便查阅。

甘雪懿分析，在该案中，吴某、潘
某、宋某均抱着“走捷径”“挣快钱”的
心理，最终误入歧途，落入法网。“拥
有软件开发、网页制作等技术的年轻
人，在面对一些诱惑时要保持清醒。
否则，一念之间就极有可能涉及刑事
犯罪，人生也会因此蒙羞。”

甘雪懿建议，对于有职业资格证
书需求者，应杜绝“投机取巧”心理，
不要以为不通过考试、只用交钱就能

“轻松拿证”；要踏踏实实，通过人社
部门公布的正规渠道参加学习，在考
试合格后获取正规证书。

方便、快捷，极简风的
“生命体征维持餐”走红

下班回家，刘晓路过超市，买了
几根黄瓜、香蕉和袋装豆浆，这就是
她这几天的正餐。“每年夏天都是我

‘身材焦虑’的时候，想减肥，又懒得
煮饭洗锅，这样省事儿又健康。”刘
晓告诉记者，有时候用面包配青菜，
或者卷心菜擦丝配上料汁，用饭盒
装上放在包里就能带走，“甜甜的，
挺好吃。一个月下来我瘦了8斤。”

记者了解到，“生命体征维持
餐”主要来源于欧美，是一种以冷、
素、量少为特点的饮食方式。近年
来，这种饮食方式在社交媒体上迅
速走红，与轻食类似，主打生吃，不

放或少放油、盐，减少烹饪步骤，但
食材单一、方便快捷，适合忙碌的上
班族和需要健身、减肥的群体。

“我从大学开始就接触到这种
饮食方式，因为学校宿舍不允许开
火做饭，所以会选择蔬菜沙拉、牛奶
泡麦片作为主食，但吃多了就会感
觉‘生活没什么意思’。”正在广州读
书的三三在尝试了一段时间后，还
是选择了中式饮食，“盖饭、米线、泡
面，更符合我的胃口。”

“上周四我带了玉米、番茄、黄
瓜和煮鸡蛋到公司当午饭，一般每
周都会带三四次。”从事电商行业的
董毅告诉记者，这样的饮食方式是
为了健身增肌。

上海市民叶小姐向记者分享了
她最近的饮食，一杯咖啡加上一盒

小番茄，就是一餐，“这样的简餐摄
入碳水少，吃完不容易困，工作效率
会更高。”

方便、快捷、健康，成为“生命体
征维持餐”的标签。记者在社交媒
体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网友都在
分享自己的极简风工作餐日常，在
小红书上该关键词相关帖子数量达
6万多个，在微博上相关话题已经超
1亿阅读。

专家：不适宜作为长期
的饮食方式

“生命体征维持餐”真的健康
吗？是否能维持人体的正常运转？
为此，记者咨询了成都市第七人民
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梁清月，她告

诉记者，“一般而言，20多岁、50公
斤左右的女性，在不运动的情况下
每天需要1800卡左右的热量，也就
是午饭、晚饭两餐热量都需要超过
600卡。”梁清月表示，“现在网上流
行的‘生命体征维持餐’整体热量较
低、营养元素单一，不适宜作为长期
的饮食方式”。

梁清月表示，2022版的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中提到，居民需要摄入谷
薯类、蔬菜水果、畜禽鱼蛋奶类、大豆
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5大类食
物，“其中谷薯类是膳食能量的主要
来源，成年人每人每天需要摄入谷类
200～300g和薯类50～100g。谷薯
类为人体提供了大部分的碳水化合
物，保持人体的基础代谢。”

她强调，“生命体征维持餐”中

碳水化合物的缺乏会导致人体新陈
代谢降低，“人会没精神、免疫力降
低、容易感冒，女性还会闭经、脱发、
失眠。此外，由于大脑是人体中最
依赖葡萄糖的器官之一，摄入碳水
化合物过少，血糖变低，对大脑功能
也会造成损害。”

梁清月还提到，“生命体征维持
餐”中的生食、冷食也会导致维生素
缺乏。

有网友提到，与中式餐饮相比，
“生命体征维持餐”碳水化合物较
少，不会导致血糖升高，甚至表示

“吃完不容易困，工作效率会更高”。
对此，梁清月告诉记者，可以通过调
整中式餐饮的主食结构来避免此类
情况，“吃完容易犯困，是因为主食中
米面等精细粮过多。建议市民可以
在主食中增加粗杂粮，例如玉米、土
豆、紫薯、杂粮饭等，同时以蒸、煮和
少油少盐的烹调方式进行处理，避
免‘吃完就想睡’的情况。”

那么，市民应该如何保证合理
的饮食结构呢？梁清月建议，“主食
中，谷薯类食物要保证多样、合理，
建议每天摄入谷类200～300g和薯
类 50～100g；蔬菜方面，推荐成年
人每天蔬菜摄入量至少达到300g，
也就是‘一捧’的量。同时，成年人
每天需要摄入鱼、禽、肉、蛋 120～
200g，还需要保证奶类、大豆和坚
果及油、盐的摄入。”

“对于希望减重的人群，可以通
过调整用餐顺序来实现减肥目的。
比如，可以在饭前喝一杯脱脂或低
脂牛奶，甚至温水、蔬菜汤。饮食
中，可以先吃肉，再吃菜，最后吃主
食来控制体重。”梁清月表示。

两个假政府网站，收录5051本假证书

“生命体征维持餐”能减肥？专家：不宜常吃
“我带的午餐很简单，两

根香蕉和一袋五谷豆浆，不用
开火，就是吃久了看到肉眼睛
会‘发光’。”市民刘晓告诉记
者，这样的饮食她已经持续一
个多月了，“只要能维持身体
正常运转即可。”

临近夏日，“减肥”成为不
少人的生活必备事项。这两
天，主打方便、快捷的“生命体
征维持餐”火了，记者搜索发
现，在小红书上该关键词相关
帖子数量超6万，在微博上相
关话题已经超1亿阅读。

据红星新闻

用于查验建筑类“专业资
格证书”的网站竟是仿冒的，
查询到的证书也是假的——
在网络上，一团伙搭建仿冒政
府网站，专门提供“山寨证书”
查验服务，累计导入假证信息
5051条，非法获利20多万元。

近日，记者从湖北省武汉
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该
院承办的一起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案，目前判决已生效。涉
案的吴某、潘某、宋某犯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

据中国青年报

叶小姐分享的餐食 刘晓的午餐 据红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