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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是世界大象
日。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野象谷景区， 一群头
戴花环的亚洲象尽情享用胡
萝卜、菠萝、西瓜等新鲜水果
大餐。 来自各地的游客纷纷
与这些憨态可掬的大块头合
影。

然而，在西双版纳勐海县
勐阿镇的龙竹棚村，十余头野
生亚洲象霸占了老百姓的农
田，肆无忌惮地啃食即将成熟
的甘蔗和玉米等农作物，所到
之处一片狼藉。

勐海县林草局副局长龙
云海介绍，这群象 6 月下旬来
到龙竹棚村，常常吃睡在村子
周边，有时不分昼夜地进村破
坏，围攻农户房屋、损毁建筑
设施。 初步统计，野象已造成
该村 120 余亩农作物受损，
房屋损毁 20 多间。

亚洲象是我国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云
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
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介绍，
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大，近
30 年间， 生活在云南的野生
亚洲象数量从低谷时的 150
头左右增至 300 头左右。

由于保护力度不断加
大，人为干扰减少，森林郁
闭度大幅提高，保护区内亚
洲象主要食物野芭蕉、粽叶
芦等林下植物逐步演替为
不可食用的木本植物。

“保护区内食物减少，野
象数量不断增多， 而且野象
食量较大， 不少象群便到保
护区外取食。 一旦人象活动
空间重叠，‘人象冲突’ 难以
避免。 ”云南大学亚洲象研究
中心教授陈明勇说， 目前约
有三分之二的野象活动在保
护区外。

通过对亚洲象开展近 30
年的研究，陈明勇发现，如今
野象的一些行为已发生变
化。他说，“以采食为例，起初
野象只是去百姓的庄稼地里

偷吃一些作物， 后来它们发
现庄稼地集中连片， 很容易
就能填饱肚子， 于是常常大
摇大摆地在农田采食。 ”

啃食田间作物、 损坏房
屋、 威胁百姓生命安全……
云南“人象冲突”形势严峻。
据云南省林草局统计，2013
年以来， 亚洲象肇事共造成
60 余人死伤；2011 至 2018
年间， 野象肇事造成的财产
损失超过 1.7 亿元。

为缓解“人象冲突”，政
府部门采取了为大象建“食
堂”、 为村民修建防象围栏、
开展监测预警等措施。

云南省林草局野生动植
物保护处负责人向如武介
绍，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西双版纳和普洱等地为亚洲
象建设食物源基地（“大象食
堂”），种植粽叶芦、芭蕉、竹
子等亚洲象喜食植物或给予
季节性补食， 努力营造亚洲
象良好生存空间， 减少亚洲
象进入人类生产生活区域。

为有效阻止野象进村肇
事，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护局于 2017 年 11 月
在景洪市香烟箐村小组和三
六队村小组修建了长 1350
米的亚洲象防护栏。“没建防
护栏时， 大象经常进村入户
搞破坏。 ”香烟箐村小组村民
冯广林说，如今，我们整个村
都被牢固的钢管围起来了，
住在家里很安全。

针对野象造成的人身伤
害和财产损失，政府为群众购
买了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
尽力弥补野象造成的损失。

与此同时， 近年来实施
的亚洲象预警监测，也有效
避免了多起野象伤人事件。
龙云海说 ，2016 年 6 月，勐
海县首次采用无人机对该
地象群进行全方位监测预
警，3 年多以来，已成功避免
“人象冲突” 事件近 60 起。

（据新华社）

记者采访了解到， 不少
人都认为公众号可信度较
高， 操作时很少点开详细资
料了解公众号的注册、 认证
背景等。

浙江的陈女士就曾因为
关注了一个虚假的微信公众
号， 导致新办理的信用卡被
骗消费上千元。 办理了交通
银行的信用卡后， 为方便日
后查账， 陈女士在微信中找
到了一个名为“交通银行中
心办卡进度询问” 的微信公

众号。
关注后，陈女士打通页

面上提供的客服电话 ，接
电话的男子自称是交通银
行的“客服”。 该“客服”让
陈女士提供信用卡账号和
手机号码， 并称随后会发
验 证 码 到 陈 女 士 的 手 机
上。

陈女士按照对方的指
示， 将收到的四条验证码全
数报出。 在即将报出第五个
验证码时， 陈女士突然意识

到验证码不能随意告诉陌生
人。陈女士立刻挂断了电话，
并拨打了交通银行的官方咨
询热线，但为时已晚。银行的
工作人员告诉陈女士， 其信
用卡已被消费 4 笔， 合计
1414 元。

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
警表示， 除了冒充金融部
门公众号诈骗， 这两年还
出现假冒网络贷款、 购物
网站、 中介机构等公众号
的诈骗案。

微微信信公公众众号号办办事事成成习习惯惯？？
小小心心掉掉进进““高高仿仿号号””圈圈套套

云南“人象冲突”如何缓解
建“大象食堂”
用无人机监测

“您小车的免年检期限即将到期，可在微信公众号
线上年审。 ”日前，福建泉州许先生根据这条短信提示，
搜索到名叫“福建车辆年检”的公众号，通过链接被诱
导到一个网址，输入了银行卡号、发动机号、卡密码及
短信验证码，被骗走 2000 元。

看病、开卡、办事，上微信公众号预约一下，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微信公众号上处理事务。“新
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骗子们如今开始利用仿冒官方
微信公众号进行诈骗，有的通过取“高仿名”冒充正规
机构，有的通过造假、借用他人工商执照、法人信息注
册微信公众号实施诈骗。

业内人士指出， 微信
公 众 号 在 名 称 和 资 料 审
核、 日常运营等方面还存
在漏洞。 根据电子商务法
等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 ，
互联网平台要承担起主体
责任， 应依法加强对平台
内各经营者的管理， 特别
是对金融、政务、支付等相
关行业公众号要着重进行
人工审核，提升开设门槛，
避免其沦为诈骗工具。

微信官方团队回应，在
微信公众平台开设公众账
号的用户，需要遵守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不从事违法或
违反《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
议》及相关规则的行为。 平
台现在对公众号涉及“银
行”这一类的命名，均严格

要求申请者需提交相关金
融资质才可命名；上文提到
的“银行卡安全助手”公众
号属于注册时间较早的账
号，平台已要求其 7 天内改
名或更换有资质的主体，如
到期未调整，将直接清空名
称。

“对于仿冒公众号等行
为一直都在打击， 最近还
进行了专项处理， 处理了
一批仿冒诗词书画大赛 、
假冒家电售后维修、 假冒
高收益理财、 假冒快递理
赔等违规账号。 ”微信相关
负责人说。

网信安全与信息化专家
李洋表示， 从技术角度看，
通过假冒微信公众号“钓
鱼”， 一般需注册第三方钓

鱼网站域名并开发实现对应
所需的诈骗功能， 打击此类

“钓鱼链接”， 需要平台对接
国家级统一的钓鱼网站信息
库， 监管部门与平台协同发
力。

微信官方团队提醒用
户， 使用前先点击公众号右
上角“…”-“更多资料”，查
看公众号的具体信息， 假冒
官号的主体大多是一些个
人、 个体工商户或非对应的
主体。 不过， 多数消费者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让消
费者“擦亮眼”是防骗的一个
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提供服
务的微信平台不能“甩锅”，
要真正负起责任来， 这是一
个负责任企业的基本社会责
任和义务。 （据新华社）

专家建议：平台应负起责任，避免沦为诈骗工具

根据注册主体的不同，
微信公众号分为个人号和企
业号， 企业号服务号可以获
得链接到外网等更多权限，
经认证的公众号甚至可以开
通支付通道。 申请官方认证
需提交企业营业执照、 法人
信息等资料。

记者搜索发现， 微信平
台上能查找到一批类似“扫
码支付助手”“支付平台助
手”“银行卡安全助手”“动
感地带 10086” 等看似“官
方” 的公众号， 点击查询这
些公众号的详细资料， 才发
现竟是无相关营业资格的个
人号。

此外，经微信官方认证

的 公 众 号 也 被 造 假 者 盯
上。 在电商平台上，记者发
现不少声称可以“公众号
定制、名称自取，极速通过
公众号 、服务号 、订阅号 、
小程序注册和认证” 的商
家。

其中一位来自安徽的商
家告诉记者，缴纳 680 元可
注册经微信官方认证的企
业号； 微信要求的营业执
照、银行对公账户、法人信
息等资料可以全由该商家
包办， 公众号平时运营完全
交给记者。

记者提出要将该号用
于放贷，可能要从公众号外
导至其他付款网页，因为和

该公司合法的营业范围是
“两张皮”，担心微信方面会
审查，卖家表示“微信方面
完全不会管， 可以放心运
营”。

资料显示， 微信认证每
年要收取 300 元，是支付给
第三方专业审核机构的审
核服务费用。记者致电其中
一家第三方审核机构———
成都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该公司客服告诉
记者 ：“首次认证完了，管
理员平时如何操作， 做些
什么，公司都看不到，也不
会管，只是每年年审时再次
核实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等
相关资料。 ”

记者调查：不少微信公众号是“李鬼”，官方认证号“黑市”680元全套代办

诈骗案情：进虚假微信公众号办事 被骗消费上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