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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夺走“史上最热年份”的头衔
后，曾有专家预测 2017年会稍微“冷”一点。

尽管 2017 年上半年的全球气温并没有
打破纪录， 但全球多地在进入夏季后持续出
现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烧烤模式和大
雨滂沱交替上演。

热浪席卷北半球
在今年 2月，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东南沿海

地区就经历了高温考验，部分地区刷新了 150
多年来的高温纪录。

6月 21日夏至，北半球正式进入炎夏，包括
意大利、奥地利、荷兰在内的欧洲多地气温早已
飙升至 35摄氏度，连阿尔卑斯山区部分地区的
气温也升至 30摄氏度。而葡萄牙在夏至到来之
前，就因高温引发的“干雷暴”导致森林大火，迄
今已导致 62人死亡。德国夏至当天的太阳能发
电量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 37.5%。

在巴尔干半岛，包括布加勒斯特在内的罗
马尼亚东半部地区 7 月 1 日最高气温达 42
至 44 摄氏度，气象部门 7 月 1 日发布最高级
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部

分地区的气温也突破 40摄氏度。
在此期间，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同样饱受

热浪之苦， 俄罗斯中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
区气温高达 37摄氏度，高温和干旱还导致了森
林大火。

在北美， 美国西部和加拿大西部地区持
续遭受热浪侵袭，打破当地的高温纪录，并导
致山火肆虐。 6月下旬，美国亚利桑那州、内华
达州等地开始遭受热浪袭击。 亚利桑那州凤
凰城当地温度一度升至近 50 摄氏度，路牌热
到融化、小狗出门穿鞋套、开车戴隔热手套的
图片一时“火”遍各大社交媒体。

进入 7 月， 洛杉矶市的气温打破 131 年
来的最高纪录。 高温导致美国加州及加拿大
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现了共约 200 处
山火，数千家庭被迫疏散。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在 8 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该省上一次因山
火进入紧急状态还是在 2003年。

高温后大雨滂沱
法国巴黎在热浪之后于 10日遭遇有降水记

录以来最大的一次暴雨，1小时内降雨量达到 49

毫米，超过正常 7月 3个星期的降雨总量。 大雨
导致街道淹水、交通混乱、地铁站暂时关闭。 法国
气象局已对包括大巴黎地区在内的 12个行政区
发出 24小时“橙色警告”，预警出现暴雨和雷暴。

在日本，九州地区自 5 日以来连降暴雨，
截至当地时间 9 日 22 时已造成至少 20 人死
亡、超过 20 人失联，灾区仍有约 250 人受困，
近 1700人被迫离家避难。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
伟 9 日表示， 政府正积极核查灾区详细受灾
情况，以判断是否将此次暴雨认定为“特大灾
害”。 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山体滑坡、低
地渗水、河流泛滥等自然灾害。

6月中下旬以来，印度多地进入季风雨季，
雷电暴雨天气频发。 印度媒体 10日报道说，比
哈尔邦和北方邦发生多起雷击事件，造成至少
19人死亡。 在遭受雷电袭击较严重的比哈尔
邦，至少 16人死亡，另有两人受伤严重。

与此同时， 在印度东北部因季风暴雨导
致的泥石流灾害致死人数升至 27 人，另约有
50万人受灾。 根据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公
布的数据， 该邦有 1096 个村庄被洪水淹没，
4.1万多公顷农作物在洪灾中受损。 /新华社

2017上半年，全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
保持较快增长， 机动车比去年底增加 938万
辆，机动车驾驶人增加 1381万人。 这是记者
11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的。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 2017年 6月
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04亿辆，其中汽车
2.05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 3.71亿人，其中汽
车驾驶人 3.28亿人。

2017 年上半年机动车新注册登记量达
1594万辆，略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汽车新注册
登记量达 1322万辆，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全国有49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
万辆，23个城市超200万辆，北京、成都、重庆、
上海、苏州、深圳6个城市则超过了300万辆。

自 2016年下半年以来，全国私家车月均
增加 164万辆，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截至 6月
底，我国小型载客汽车保有量达 1.68亿辆，其
中私家车就达到 1.56亿辆。 此外， 截至 6月
底， 全国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2273万辆，2017
年上半年载货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达 156 万
辆，为历史最高水平。

在驾驶人方面，驾龄不满 1年的驾驶人有
3217万人，接近驾驶人总数的 9%。全国有 16
个省区市的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超过 1000万
人，其中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四川、浙江 6
省驾驶人数量超过了 2000万人。

/新华社

噪音扰民、违法建设、共享单车、就近入
学……记者 10日从成都市政府获悉， 成都
市网络理政平台今年 1 至 6 月共收到群众
来信 55574 件， 集中 10 大热点民生问题，
通过线下紧急处理、工单直派转派、领导督
办等形式，共办结 28159 件，群众满意度达
八成以上。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成都市政府一场问
政于民观念变革。 去年 12 月 31 日，成都市
政府网络理政平台上线试运行，该平台将成
都市 2715 个各级领导网络信箱融为一体，
群众可按需选择对应领导信箱反映诉求。

和原来的“市长信箱”不同，在成都网络
平台上， 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被放到了群众的
“眼皮下”。来信被受理后，群众可凭流水号和
提取码查询、监督办理，倒逼政府部门执行。

而变化的不仅是监督方式， 成都市大数
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一字之差，彻底
改变了政府的工作方式。“在网络问政时代，
群众问什么我们就办什么， 而网络理政则代
表了政府要从一个个问题中发现共性和规
律，从顶层设计上根治城市发展的‘症结’。 ”

每个月， 网络理政平台都会发布运行
分析报告。 依托大数据， 统计群众诉求分
布、办理情况、满意度等，并通过对非结构
化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 精准发现问题分
布领域、地区。

记者看到，今年 1 到 6 月，住房、交通、
教育、 城市管理等问题成为群众反映的热
点。这些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成了成都市
政府工作的重心。“网络理政看似点对点解
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 ”该负责人表示。

入夏以来，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上关于
电梯安全问题的反映增多， 通过大数据分
析，相关词条达两千余条，且高度集中在老
旧电梯和电梯突发故障方面。这组数据引起
成都市高度警觉。 6 月 7 日，成都市启动了
电梯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通过制度设计，成都市建立了电梯安全
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实现了全市 12.3 万台
电梯激光防伪二维码的粘贴，市民可通过电
梯安全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手机应用查询电
梯的维保信息和遇险报警。

成都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公室
调查显示，84%的受访网民知道可以通过网
络理政平台反映问题。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大数据的助推下，网络理政使政府服务与民
生需求精准对接，实现了政府服务的“供给
侧改革”。

/新华社

成都“大数据”理政
助推政府决策更加精准

2017年上半年全国
新增机动车938万辆

网上有人叫卖假珠宝鉴定书 扫二维码误导人进入假网站

珠宝鉴定现假证书假网站连环骗

全球多地遭遇极端天气

购买珠宝玉石遇上假证书的情况并不罕见，不过，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型造假手法。 伪造者利用假网站
链接迷惑消费者，只要受害人扫描假证书上的二维码，便会跳转到一个显示有商品详情的山寨网站。

记者调查发现，淘宝等电商网站上有商家假借“代办鉴定证书服务”，提供伪造鉴定证书的业务，其原理同
样是通过假网站链接配合造假。 不少质检机构表示，都曾遭遇过被假网站冒充，虽已经报案但效果并不明显。

现象 >> 真假域名只差俩字母
近日，在北京潘家园从事珠宝玉石生意的

安先生向记者反映称，7月 8日，一位老年顾客
带到店里几件从某处流动摊位上买来的饰品，
其中两件琥珀（蜜蜡）饰品附有“北大宝石鉴定
中心证书”。 不过，安先生很快识别出，老太太
带来的吊坠和手串是用塑料造出来的仿制品。

安先生说， 真的蜜蜡主要成分是松树油
脂，纹路呈流淌状，而这几块蜜蜡纹路呈搅动
状，为塑料制成。 此外，安先生还介绍，老太太
买蜜蜡时附带的“北大宝石鉴定中心证书”也

是伪造的。 假的证书除了上面珠宝的图片看
起来比较模糊外， 扫描这些证书上的二维码
跳出的网站也和官网上显示的不同。

安先生向记者提供了真假两种“北大宝
石鉴定中心证书”。 其中，扫描真正证书上的
二维码， 页面直接进入北大宝石鉴定中心官
网，链接显示证书详情以及被查询次数。 而扫
描伪造证书上的二维码， 同样进入的是一个
名为“北大宝石鉴定中心”的网站，但并未显
示证书详情， 而是提示输入证书授权编码和

验证码查询。 记者尝试在该网站上输入假证
书的授权编码和验证码， 页面成功跳转显示
证书详情。 不过，记者随后在官网上输入同样
的信息，查询结果显示为无。

记者注意到， 扫描真证书二维码进入页
面的域名为 pkugac.com，而扫描假证书二维
码进入的页面域名为 pukgac.com，两者之间
只有两个字母调换了顺序， 而后者在工信部
系统中无法查到相关信息。“这种情况一般是
进入了山寨网站，”安先生说。

调查 >> 淘宝仍有人代办假证书
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珠宝鉴定证书”发

现，不少店铺都提供“代送机构检测”的服务。
其中，部分店铺需要购买店内的珠宝玉石商品
才可代送检测。 代办理的证书包括“北大宝石
鉴定中心珠宝玉石鉴定证书”、“北京中地大珠
宝鉴定中心珠宝玉石鉴定证书”、“中工商联珠
宝检测中心宝玉石鉴定证书”、“国家珠宝玉石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珠宝玉石首饰鉴定证书”等
各种不同类型的鉴定证书。 这些证书的价格为
10元至100元不等，也有部分收费100元以上。

记者发现，多数提供代送检服务的店铺都
在商品详情中明确标明，店内“不卖证书，也不
自行提供检测鉴定服务”，仅提供帮消费者“将
需要检测的东西送去国家正规的检测鉴定机
构”的“跑腿”服务。记者咨询具体办理流程时，
多数店家表示，需要将实物邮寄过去才可代为

送检，不接受“仅提供照片和数据”的要求。
但也有部分店铺表示可以私下交易伪造

的鉴定证书。一家名为“玉香魂”的店铺老板在
添加记者微信后表示，他们可以提供真假两种
证书，其中“中地大（北京中地大珠宝鉴定中
心）的是假证书，中商联（中国商业联合会珠宝
首饰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的是真证书。 ”价格
上，假证书 10元一张，真证书 20元一张。

记者提出要做假的鉴定证书时， 店主表
示，假证书不需要寄珠宝实物，只需要记者提
供珠宝的照片和重量， 并称其他与珠宝相关
的数据“都是按国标做的”。 记者随后询问伪
造的证书能否被轻易发现，对方表示，真证书
二维码链接到的是官方网址， 而假证书二维
码链接到的是私人制作的网站，“如果对官方
网址不了解的话那就看不出来。 ”

根据该店家提供的伪造的中地大证书样
本， 记者扫描二维码发现， 可以链接到名为
“北京中地大珠宝鉴定中心”的网站，也可显
示假证书的相关信息。 记者通过工信部系统
查询发现， 北京中地大珠宝鉴定中心有限公
司的网站域名为 cugbgem.org， 而假证书链
接到的网站域名为 cugbgen.cn，在工信部系
统上查询该域名发现，该网站为一家名为“美
石通灵 ”的私人网站。记者随后在官网上输入
该假证书编号，查询结果显示为“无此证书”。

这名店家自称， 他自己就在一家质检机
构上班。 他表示，质检站本身不敢做假证，一
旦被举报不仅会被罚钱而且会降低资质，损
害更多。 记者问到做假证的难易程度时，对方
回应称：“除了钻石分级证书以外， 所有的证
书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

珠宝鉴定机构已向公安等部门举报
记者注意到， 北大宝石鉴定中心在 2015

年 10 月和 2016 年 8 月均曾发表过发现关于
虚假证书和虚假网站的公告。 最新一次的公
告称，北大宝石鉴定中心已向公安、工商、网
监等政府部门举报。 通告中还列出 11家虚假
网站，记者尝试后发现，目前这些网站中有 9
家仍能正常打开。

据了解，今年 1 月，中国商业联合会珠宝
首饰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也曾发表声明称，发
现有不法分子假冒该中心的名义制作假证

书、建立虚假网站，该中心已向公安、工商、网
监等政府部门举报。

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了北大宝石鉴定中心
和北京中地大珠宝鉴定中心， 双方工作人员
均表示， 对于假证书和假网站， 他们曾报过
案，不过仍无法有效遏制。

北京中地大珠宝鉴定中心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伪造鉴定证书的现象在行业
内已存在多年， 自己知道的仿造中地大证
书的就有四五家， 而通过假网站配合造假

的形式是最近几年出现的，“现在很多假的
证书老百姓难以从外表上识别出来”，该工
作人员表示， 还是建议消费者通过上官网
查询、 打鉴定中心注册公司的电话查询或
者到鉴定中心复检等方式鉴别证书和物品
的真假。 北大宝石鉴定中心一名工作人员
则表示， 假的证书背面的网址和官网的网
址不符，消费者可注意识别，此外，消费者
也可通过打电话查询、 官网输入编号查询
等方式鉴别真假。

业内 >> 翡翠和蜜蜡为假证重灾区
北大宝石鉴定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

在出现假证书的珠宝玉石“几乎都是蜜蜡和
翡翠，蜜蜡更多一些”。

而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云南实
验室一名工作人员则介绍说， 一般年纪较大的

老人比较容易购买到附带假证书的商品，“景点
正规旅游店售卖的商品大部分在质检机构做过
证书，应该问题不大”。 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遇
到的假证书主要来源于花鸟市场、古玩市场，也
包括一些消费者去国外旅游带回来的， 如人工

合成的红宝石。“不过现在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也
在提高，会自行把商品送到质检机构检测。 ”

安先生说，就北京潘家园市场而言，目前
对伪造假证的经营者打击力度也在加大，“被
发现了店就不能开了”。 /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