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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１

月至今，各地被曝光的
自来水异味事件达

１０

余起， 而其
中

６

起事件相关部门的检测结果
是水质达标，不禁让人对所谓“达
标自来水”是否安全心存疑虑。

就在不久前， 环保部发布了
首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研究结果。

结果显示，我国有
1．1

亿居民与重
点排污企业“做邻居”，

２．８

亿居民
使用不安全饮用水。

在自来水是否安全上， 为何
检测标准和百姓感受呈现“两重
天”？饮用水安全关乎民生，“达标
水”何时等同“安全水”？

自来水异味原因不明
３

月上旬， 网上曝出兰州多地
自来水出现刺鼻异味，市民反映强
烈。兰州市环保、疾控部门和供水
企业随后公布监测数据，声称自来
水“符合安全饮用标准”，异味原因
是黄河水少引起氨氮含量高。

２０１３

年年底， 杭州多个城区
市民反映自来水有“塑料味”，在
查明“元凶”为邻叔丁基苯酚这一
化学物质前， 杭州相关部门均表
示，除了嗅味一项指标异常外，其
余指标均正常， 杭州自来水是安
全的，可以放心饮用。

在各地曝出的自来水异味事
件中，只有个别地区查明污染源，

更多地方在对水质取样送检后，

得出异味水检测达标和安全的结
论，异味原因始终不明。然而，“达
标” 的结果并没能消除老百姓的
疑虑。 杭州市民王萍萍一家至今
还是用矿泉水作为家庭日常饮用
水。“虽说异味来源找到了，

１０

家涉
事企业关停了， 可到底还有没有
别的企业排污、 自来水安全问题
成了‘断头新闻’，怎能让人放心？”

“异味水”怎能达标？

据了解，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中
国强制执行最新饮用水标准。新标准与国际接轨，共有指标
１０６

项，与世界上最严的水质标准———欧盟水质标准基本持
平。 该标准将饮用水水质指标由原标准的

３５

项增至
１０６

项，

加强了对水质有机物、微生物和水质消毒等方面的要求。

既然执行了如此严格的标准， 为什么达标水还是会
出现异味？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曾
表示，自来水出现了异味，按照常理，必然有其来源，但一
来相关检测结果属正常， 二则专业执法部门也无法找到
这个源头，这里面显然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

对此，杭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徐青山认为，饮用水标准虽
然严格，但导致异味有机物有几十万种，大部分还是人们未
知、未命名的，因此会出现有了异味后很难判断原因的情况。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研究所教授王有乐
表示，我国自来水的安全指标虽然有上百项，但在日常工
作中不可能每一项指标都能监测到。异味的来源是非常复
杂的，污染会造成异味，干净的水放时间长了也会有异味。

“当出现明显的异味后，需要重点针对异味进行详细
调查，把来源搞清楚。如果各项指标都达标了，仍然存在
异味，那就考虑指标是否定得合适。”王有乐说。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之所以出现“异味水”“达标”的
怪象，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检测部门往往重视源头水和
出厂水的监测， 而对于输送至老百姓家水龙头的过程检
测较少， 但实际上合格的自来水在管道输送过程中很容
易遭遇污染， 但这种污染往往检测不到或者根本不做检
测，因此就导致了居民水龙头出来的水有“异味”但检测
报告称水“达标”的现象。

“达标水”何时等同“安全水”？

记者调查发现，饮用水卫生安全监测和信息公布，仍
“陷落”在职能交叉的行政部门之间。比如，住建部门、环
保部门、卫生部门都具有饮用水检测的职责和能力。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建议， 各大职能
部门在每年的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方案中， 应当明
确检测统计的范围， 尽可能地涵盖不同供水方式下水源
水、出厂水和末梢水的检测信息，提高检测频率，同时引
入第三方监测机制，并将水质检测数据及时公开，将民生
要求作为最高标准，确保水质监测落到实处。

饮用水安全已经越来越引起不少地方政府的重视。

比如杭州市政府日前出台了《杭州市防洪水保饮水三年
行动计划》，将开展实施多处水源地建设工程，改变原先
水源地单一的状况，增强城市供水抗风险能力。

有专家表示，全国多地发生自来水异味事件，杭州在自
来水异味排查过程中查处了多家违法违规企业，这都表明政
府部门的监管还有空白地带。保证居民喝上干净安全的水是
政府民生工作的重点，期待政府能够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

此外，严防自来水在输送管网里遭污染也是重要课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一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市
供水管网多处于寿命的临界点，部分城市的老城区管网超期
运行。不少老城区的自来水管网是铸铁材质，长时间使用后，

内壁容易锈蚀、结垢、脱落，导致住户家中的自来水发黄发浑。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说， 做好“水文
章”，前提是加强水源地的保护，必须加大对企业偷排的打
击力度，但关键重点是抓好污水管网配套建设，加大老旧
破损自来水管网检测、修补、更换力度，确保“源头活水”的
同时也要确保“龙头净水”。 （据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２４

日电）

儿 童 药 ， 谁 来 造 ？

———关注儿童药物安全隐患

目前， 市场上常见的多种药物制剂品种
中，很多都没有儿童剂型。在我国个别地区幼
儿园违规给幼儿集体服用处方药事件发生后，

儿童专供药领域的安全隐患引发广泛关注。专
家建议，在严惩违规幼儿园的同时，应尽快完
善我国专业儿童药的监管和注册体系。

儿童吃药基本靠“掰”和“灌”

刘颖不到两岁的女儿前不久反复高烧，她
将孩子送到当地一家医院， 却在化验血项正常
后依然被夜班大夫诊断为“细菌感染”，“一下开
了
４

种药，均要隔开半小时吃，再加上两种退烧
药，等于要喂娃一天到晚不停吃药。”刘颖说。

刘颖的孩子面对“硬灌”，很快出现呛咳反
应，把难喝的药几乎都吐了出来，“看到孩子受
罪，家长内心既焦急又难过。”刘颖说，“当时就
想如果给小孩吃的药口味更好点就好了。”

而对吉林省吉林市市民王涛来说，这两天
他
１０

岁女儿的一场小病也让他犯愁：医生给孩
子开药时交代， 一种西药每次只能服用半片。

回家后王涛对着直径不到
１

厘米的药片一筹莫
展，“这可怎么掰啊？还有，简单‘减半’有没有
考虑到孩子自身的生理发育特点，这样吃药会
不会有严重的副作用？”王涛说。

吉林省吉林市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王颂表
示，儿童的机体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耐受
性和反应与成人有所不同。实际上，儿童用药
的选择从品种、剂型和剂量都需考虑不同年龄
段人体发育的特点，不能随意参照成人用药。

王颂认为，由于当下儿童药品种类、剂型
缺乏，医生在开药时，在用药剂量上多采用将
成人用药酌情减半等方法，“若家长在药品的
使用时间、频率、用量上疏忽大意，很容易导致
小儿服药过量，甚至引发药物中毒。”她说。

临床成本过高新药上市困难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许忠说，目前

一般儿科病患用药大多采用“按体重折算”方

式。“有的是一公斤体重需要服药
１

毫克， 有的
是
５

毫克。这种原则都是药典规定的，而且除了
急症重症要详细计算外，平时稍微多用或少用
一点也不会给儿童身体带来伤害。” 许忠说，

“不过， 现在处方里超过九成的药品都不是专
业的儿童剂型，我希望类似情况能有所改变。”

与医生、 患儿家长的期待产生鲜明对比的
是， 目前我国专门生产儿童药品的厂家依然还
停留在个位数。医药行业专家分析认为，儿童专
用药不足的现状主要由三个因素导致： 首先是
目前儿童药品临床试验开展困难， 临床试验水
平因为儿童受试者招募难而降低； 其次是儿童
药品的研发、 生产投入极高， 而利润却相对较
低，对药企驱动力小；三是我国儿童用药法规缺
失，儿童用药的注册和监管目前无法可依。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杰表示，无论是我国药品管理法及其条
例，还是现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都未对儿童
用药提出特殊规定，即在法规方面已经把儿童
用药成人化了，致使我国儿童用药的注册和监
管无专门法规可依。缺乏风险利益评价体系的
法律对儿童群体的保护性明显不足。

专家：着力改善儿童药剂创制环境
杨杰表示，相比成人药，儿童药的剂型、辅

料等各项技术指标要求高， 工艺相对复杂，企
业在研发、生产等环节投入的人力、物力及时
间成本高；此外，呼吸道、消化道疾病等常见儿
童疾病季节性强，因此如何解决其生产线在淡
季时的闲置问题， 保证企业一年四季都能赚
钱，这对药企来说意义重大。

针对药企的难处， 许忠建议相关部门应
在儿童药品研发、生产、流通、使用、定价、招
标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推动政策，此外，还应注
意保护知识产权， 提高药企创制儿童新药的
积极性。

“另外，有关监管部门应充分满足公众的
知情权，说明我国儿童药品‘国标’与西方发达
国家标准不一致的原因。”许忠说，“这样一来，

社会公众对于儿童临床三期试验的理解程度
和宽容程度都会大大增加，随着儿童临床受试
者逐渐增多，将惠及全国所有患儿。”

吉林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付诚分析
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尽快建立我国儿童
用药注册和监管的法规体系，填补儿童药层面
的法规空白。“建章立制完成了，市场乱象就能
被规范。如果建立了对临床受试儿童的保障机
制，那些真正想研发新药的企业就会受到人们
的尊重、理解和法律的保护。”

（据新华社
３

月
２３

日电）

空中的“李鬼”信号为何屡禁不绝

———揭开“伪基站”非法产业链面纱

垃圾短信就潜伏在你的身边。 只需一根天
线、一台电脑和一套软件，便伪装成不起眼的路
灯、电线杆、空调机，也能藏身于小汽车中四处
游走。在车水马龙的广场街道，在人来人往的商
业街区，它如影随形，时刻窥视着你的手机。

“伪基站”———垃圾短信的高科技“马
甲”，近年来正在我国境内迅速蔓延，并日益
侵袭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今年

２

月，中央网信
办、公安部等

９

部门联合部署打击整治专项行
动，记者随警进行了采访。

你的手机很容易被“劫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的一天， 江苏省仪征市居民胡
女士接到一条显示为当地社保局官方号码的短
信：“您有一笔

４０００

元的社保补贴即将到期，请
速与社保局联系领取。”胡女士立刻拨打短信中
的“社保局电话”咨询，并按照对方电话指示在
银行

ＡＴＭ

机上操作。直到卡里的
１．９

万元存款被
悉数转走，胡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我看到短信的号码和地址都正确就信
了，哪儿想到这也能假冒呀！”胡女士很懊恼。

胡女士遇到的就是“伪基站”电信诈骗。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规划所所长胡坚波告诉记
者，“伪基站”通过发射大功率信号，“劫持”了
周边数百米范围内的手机与运营商基站之间
的通信协议， 从而截获手机用户信息并向其
发送垃圾短信。在被“劫持”的几秒钟至

１

分钟
内，用户手机信号显示满格，但除了接收伪基
站发送的信息外，无法进行正常的通讯功能。

“如果一个城市里同时运作的‘伪基站’

达到一定数量的话， 就可能造成全城的通讯
中断。”办案民警介绍，“伪基站”体积小巧，便
于隐蔽， 可以安放在车内流动作业， 也可以
“潜伏”在人流密集处发送垃圾短信。更严重
的是，“伪基站” 能冒用任意号码甚至是公共
服务号码发送诈骗短信，迷惑性极强。

暴利催生“伪基站”黑色产业链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中国内地移动电话用户已达
１２．３５

亿。 在庞大
的市场刺激下，“伪基站”的生产方、销售方、

使用方相互勾结， 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地下
黑色产业链条。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山东省曲阜市公安局破获了
一起利用网店销售、维护“伪基站”软件的案
件。据悉，春节以来，曲阜市公安局不断接到
群众举报垃圾短信。通过网上巡查，一家由本
地网民孙某开设的“

Ｓｓｒｐ

定制软件”淘宝店进
入办案民警的视线。经查，犯罪嫌疑人利用自
己的电子专业知识， 向伪基站使用者在线提

供所谓“远程升级服务”，并通过支付宝收取一
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的费用。据统计，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今年
３

月，孙某的网店交易量已达
１２０

余
次，非法获利

７

万多元。

孙某的“下家”刘某坦言，选择用“伪基站”

发广告就是图便宜。“在报纸上登小广告，一次
就要

６００

元；用‘伪基站’发短信，一小时能发一
万多条，广告直达用户，效果很好。”

据了解，“伪基站”的制、售、使用方和非法
广告商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地下现金
流。用“伪基站”发短信的“行情”是每百元

１

万
条左右，伪基站一般一次能运行

６

小时，按
１

小
时发送

１．２

万条短信计算，一个“伪基站”持有
者一天就能有近千元进账。

“‘伪基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也是滋生
犯罪的‘神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
莫开勤表示，“伪基站”发广告价格低廉且不受广
告法等制约，如不加以控制，势必会对通过正规
渠道做广告的正规厂商造成冲击， 长此以往，资
金将源源不断流入非法广告商手中，导致“劣币
驱逐良币”现象发生。不仅如此，“伪基站”绕开了
相关部门的监管直接“劫持”用户，进而衍生出泄
露个人隐私、诈骗勒索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十网里头九网空，逮住一个就成功。”在
仪征市看守所内，“社保补贴”诈骗团伙主犯王
某告诉记者， 他每到一地就查出当地社保局电
话和地址， 并网购一个当地电话卡邮寄给远在
厦门的同伙，然后用“伪基站”冒充官方号码发
送诈骗信息，普通群众很难辨别真伪。他们每天
都能接到数十个咨询电话， 平均一天能成功一
两起。除了油耗、过路费和住宿费，这种骗术完
全没有任何成本。截至被抓获前，该团伙在短短
一月间已成功作案

３２

起，涉案金额达
２２．４

万元。

统计数据显示，不法分子每年通过“伪基
站”发送诈骗、赌博、推销等信息近千亿条。

根除“伪基站”犯罪土壤需打“组合拳”

“从个人角度看，‘伪基站’在一定范围内截
取手机用户信息并阻碍用户通讯， 侵犯了公民
的信息安全；从社会角度讲，‘伪基站’破坏了正
常的通信秩序，严重干扰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甚
至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进而危害国家安
全。”莫开勤表示，打击“伪基站”已经刻不容缓。

据了解，公安部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已进行过两
次全国范围的打击行动。 专家指出，“伪基站”

设备易隐蔽，作案具有流动性，调查取证困难，

仅靠公安部门打击难以治本。要根除“伪基站”

的生存土壤，公安、工商、电信等部门必须改变
“各扫门前雪”的现状，对“伪基站”产业制售使
用的全链条合力打出“组合拳”。

胡坚波表示，现有的技术手段已能对‘伪基站’

发射的信号进行定位。 如果某地区突然出现不正常

的大功率无线电信号，

无线电管理部门是能监
测到的， 而伪基站一旦
运作就会屏蔽掉附近正
常基站， 运营商也可以
很快发觉。因此，相关部
门和机构需要切实承担
起对“伪基站”信号监测
定位的责任， 一旦发现
应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不完善的无线电
发射设备生产销售许
可制度也是“伪基站”

泛滥的原因之一。莫
开勤指出， 一方面，

“伪基站”大多由地下
窝点组装，这样的“三
无产品” 能够在市面
上大肆流通， 说明工
商部门的打击力度还
不够；另一方面，绝大
多数的“伪基站”是在
网上交易的， 但目前网络平台经营者在打击
“伪基站”方面的责任还不够明晰，应出台规章
制度督促网络平台积极巡查、关闭出售“伪基
站”设备的网店并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专家还认为，“伪基站”的法律制度存在漏
洞，与巨大的经济利益相比，犯罪成本过低，这
使得不法分子敢于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据悉，

现有与“伪基站”相关的规定散见在刑法、广告
法等法律法条中， 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体系，

大多仅能被处以行政处罚。 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即便以诈骗罪论处，被抓获的“伪基站”诈
骗团伙也往往因为诈骗数额够不上巨大而被
判以缓刑。此外，运营商和银行在推动实名制
上进展缓慢，一定程度上也对“伪基站”短信诈
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公安、电信、运营商、手机安全软件
厂商等一直在与“伪基站”作斗争，通过不断升级
网络、屏蔽关键字等方法减少群发垃圾短信给用
户带来的骚扰。据悉，这次由公安部、工信部、质
检总局、 工商总局等

９

部门联合部署开展的打击
整治专项行动， 目的就是要改变多头管理的现
状，从根子上整顿“伪基站”违法犯罪问题。

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安成告诉记者，此次
专项行动在严打“伪基站”犯罪之外，还将着手
建立部门间合作的长效机制，全链条整治“伪
基站”地下黑市。他还表示，最高法、最高检、公
安部、国家安全部专门出台了《关于依法办理
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伪基站” 设备案件的意
见》，进一步明确了“伪基站”案件的适用法条，

这对明确公安机关的相关执法行为，以及规范

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配合极为有利。

“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露头就打’的高压
态势，相信随着侦查手段和法律武器的不断进
步，我们对‘伪基站’犯罪的打击震慑力将会越
来越强。”刘安成说。

□新闻背景：

潜伏在手机边的“伪基站”

“伪基站”设备是一种高科技仪器，主要由
主机和笔记本电脑组成， 通过短信群发器、短
信发信机等设备能够搜取以其为中心， 方圆
５００

米至
１０００

米范围内的手机卡信息， 通过伪
装成运营商的基站，任意仿冒他人手机号码强
行向用户手机发送诈骗、广告、推销等短信息。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规划所所长胡坚波指
出，正常使用的手机会每

５

秒搜索一次周围的信
号基站，而“伪基站”设备的信号要比目前运营
商提供的信号更强， 手机就会优先选择“伪基
站”发送的信号。在运营商信号被干扰和屏蔽的
５

秒至
１

分钟内，“伪基站” 就会对影响范围内的
手机进行“劫持”，导致无法接打电话、上网。短
信推送完后，手机才能重新搜索到信号，部分用
户甚至必须开关机才能重新入网。 此外，“伪基
站”还会导致手机用户频繁更新位置，使得所在
区域出现网络拥塞现象，影响正常通讯。

有关办案人员介绍，“伪基站”功能很“强
大”，但是制作方法却很简单，造价也很低廉。

记者发现，根据电瓶功率、外衣材质等不同，市
面上“伪基站”设备售价

１

万元到
６．８

万元不等。

除了硬件设备外，“伪基站”运转的核心软件也
可以从网上下载，组装后经过调试就可使用。

“伪基站”通常被藏匿在汽车内，在人群密
集的商圈、街道、小区移动发射信号，自动骗取
覆盖范围内的手机登录，盗取手机号码和电子
串号， 之后强行发送诈骗信息或垃圾短信，可
以不经过基础电信网络发送，并伪造端口或伪
造手机号码。

与正规短信群发平台相比，“伪基站”还有
着价格“优势”。据办案人员介绍，与电信运营
商有合作的短信群发平台， 发送

１

条短信需花
费
５－８

分钱不等， 发送
１０

万条短信需花费
６４００

元左右，

１００

万条需花费
５．５

万元左右。而“伪基
站”发短信收费是按条数或天数计算，如发送

１

万条短信花费
１００

元，或每一天花费几百元。

（据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２５

日电）

针对当前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伪基站”设备
违法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况，今年以来，中央宣
传部、中央网信办、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工信
部、国家安全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

９

部门在全

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坚决依法严
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伪基站”设备违法犯
罪活动，坚决依法整治影响公共通讯秩序的突出问
题。截至目前，专项行动取得重大成效，依法捣毁

“伪基站”设备生产窝点
２４

处，缴获“伪基站”设备
２６００

余套，摧毁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伪基站”设备
违法犯罪团伙

３１４

个，破获诈骗、非法经营等各类刑
事案件

３５４０

起，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
１５３０

名。

□评 论

整治“伪基站”须打好“围剿战”

每年发送垃圾短信近千亿条， 干扰公共
通讯信号，窃取群众手机卡信息，成为诈骗、

赌博、枪毒买卖等违法犯罪的“帮凶”……近
年来，“伪基站”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并形成从
违法生产、销售到使用的黑色产业链，且不断
滋生蔓延。大量案例警示，对其从源头到末端
的全链条整治， 从刑事处罚到多部门查处的
全方位围剿，已是势在必行。

破解“伪基站”治理难题，首先要加大刑
罚打击力度。 近日， 公安部会同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专门出台《关于依
法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伪基站”设备案件
的意见》，规定非法使用“伪基站”设备干扰公
用电信网络信号，危害公共安全的，同时构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多个罪名的，择

重罪惩处；并提出对首要分子、积极参加分子
作为打击重点予以严惩， 为其提供资金、场
所、设备等帮助的以共犯论处。一系列规定使
打击“伪基站”违法犯罪的标准和依据更加清
晰，在司法实践中也将产生更强大的震慑力。

同时，仅有司法防线是不够的，还应着眼
前端预防，不能等到“伪基站”造成危害再出
手打击。这也就需要各部门联动协作，形成监
管合力。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多
部门开展打击行动，通信管理、工商、质检等
部门积极参与，初步遏制了“伪基站”的蔓延

势头，让饱受“伪基站”之害的广大群众看到
了希望。

与群众的强烈反映和严重的危害现状相
比，整治“伪基站”还应进一步提速。例如，坚
决清理网上出售“伪基站”的非法广告信息，

关停相关网店及其通讯、资金账号，依法严惩
“伪基站”研发销售人员，摧毁此类违法犯罪
的源头。此外，也应当广泛提醒公众，手机信
号突然短暂消失之际，可能就是“伪基站”入
侵之时，如果发现有此类蛛丝马迹，应及时向
有关部门反映或报警，让“李鬼”无处遁形。

□

新华社记者白阳邹伟

□

新华社记者杨维汉邹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