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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
书长胡钢等专家认为，通过网络买
卖伪造的“死亡证明”等重要文书，
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助长违法犯
罪，给社会带来不可测的风险，应
彻底铲除“暗黑文书市场”。

吴国邦说，目前我国尚未建立
统一的文书信息管理系统，各类文
书名称、制式，因时间、行业、地区、
级别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文书
真伪的鉴别难度较大，一般只能由
文书主体单位确认或通过司法鉴
定完成。“有关部门应不断加强监
督，从源头上治理制假、售假。”

胡钢认为，从假文书网购之便
捷，可见目前造假成本的低廉，以
及背后“灰产链条”的成熟。

专家提醒，商家可能涉嫌伪
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
件、印章罪；买家购置假文书的行
为本身涉嫌购买国家机关公文、印
章罪，如以假文书实施不法行为并
造成侵害后果，轻则承担民事欺诈
责任，重则应同时承担诈骗罪的刑
事法律责任。

公安机关对此类行为露头就
打的同时，应顺藤摸瓜依法查处相
关卖家和买家，提高买卖“死亡证

明”等伪造文书的违法成本，让相
关人员不敢为、不能为。

此外，吴国邦等人认为，倒逼
平台“守土有责”才能对此类问题
形成长效、动态监管。为避免打击
治理后，不法商家换个“马甲”卷土
重来，平台应利用技术手段加强甄
别，做到违规行为动态监测，对专
门从事违法行为的平台则要坚决
打击和取缔。

在有关部门坚决打击、平台履
行监管责任的同时，个人也要提高
防范意识，避免掉进“假文书”的陷
阱。 (新华社)

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
中央纪委原派驻国家烟草专卖局
纪检组组长潘家华涉嫌受贿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后，移
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最
高人民检察院经指定管辖，交由安
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近日，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已向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
法告知了被告人潘家华享有的诉
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潘家华，
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合肥市人
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潘家
华利用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
成员、中央纪委派驻国家烟草专卖
局纪检组组长，国家烟草专卖局全
国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
组副组长，行业统一实施财会管理
信息系统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新华社）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消息，北京时间2022年1月6日6
时59分，经过约47分钟的跨系统
密切协同，空间站机械臂转位货运
飞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
首次利用空间站机械臂操作大型
在轨飞行器进行转位试验。

1月6日凌晨，机械臂成功捕
获天舟二号货运飞船。6时12分
转体试验开始，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与天和核心舱解锁分离后，在机械
臂拖动下以核心舱节点舱球心为
圆心进行平面转位；尔后，反向操
作，直至货运飞船与核心舱重新对
接并完成锁紧。此次试验，初步检
验了利用机械臂操作空间站舱段
转位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验证了空
间站舱段转位技术和机械臂大负
载操控技术，为后续空间站在轨组
装建造积累了经验。 （新华社）

死亡证明、病危通知竟能订制
有商家一上午接40多单

280元一张“居民死亡医学证明”，120元一张“火化证明”，450元一
张“病危、病重通知书”，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住院证明书更是按张
收费，一两百元搞定……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平台，只要花上几
百元，就能轻松买到“私人订制”的伪造重要文书，甚至有卖家表示“全国
哪里都能开、各地公章都能盖”，令人不寒而栗。

在某电商平台上，“死亡证明”
“病危通知”等伪造的重要文书正
在隐秘销售。记者在多个电商平
台以“死亡证明”为关键词检索，并
未找到相关店铺，但更换为“证明”

“病历”等关键词后，马上出现了很
多相关店铺。

记者随机联系了其中9家店
铺，询问客服是否能开“死亡证
明”，有2家店铺明确表示做不了，
另有 7家表示可以办理相关“证
明”。有客服隐晦地表示“想要的
证明我们这里都有”，并发来微信
号，暗示让记者添加微信“私聊”。

一家店铺客服告诉记者，能根
据需求定制“死亡证明”，只需提供姓
名、民族、死亡原因等信息，发来的两

个模板上落款分别为某医疗机构和
某地派出所，“不盖章的280元一份，
按需求定制印章需要加100元。”

“证明”的真实度如何？会不
会被识破？面对记者的疑惑，有商
家表示，现在大部分都是通过刻章
而不是PS，制作得非常真实，只要
不用于司法鉴定即可，“我们就是吃
这碗饭的，做这行三、四年了，从来
没有发生过被查出来的事情”。商
家制作完成后，还拍照发给记者确
认，并表示可以邮寄到家。

除了“死亡证明”，其他重要文
书也在销售范围之内。其中一家店
铺告诉记者，可以制作全国各类医
院开具的疾病证明。只要提供患者
身份、就医医院等信息，即可获得

“病危通知书”，“还可以一并出具住
院证明、检验报告单、诊断证明书等

‘一条龙套餐’，价格在800元至
4000元不等。”记者随后联系了商
家提供的模板上的一家医院，院方
表示对此并不知情，院外提供的各
类证明均是假的。

甚至有商家表示，全国各地的
“火化证明”也都能够提供，一份仅
需120元。商家自称自家的优势就
在于“章子是现刻、现盖的，比其他
家都要真实”。当记者询问能否用
于银行或公安系统证明时，商家回
应说，“这个有风险。”

多家店铺均表示“生意还不
错”，其中一家店铺说，仅一个上午
就接到了40多单。

商家代开的伪造证明虽然样
式五花八门，甚至连基本信息都不
完整，却依旧“用途广泛”。

骗取同情和网上筹款。一位
商家告诉记者，拿着“病危通知书”
去网上“骗点筹款”，根本不会被发
现。

记者发现，利用网络销售假证
骗取钱款的情况的确存在。此前
重庆一女子就通过某互联网平台，
伪造白血病诊断证明和两个孩子
死亡证明等相关材料，炮制“丈夫、
子女相继去世，自己又患白血病晚
期”的“经历”，利用伪造材料在某
网络服务平台上发起网络筹款，不
到一年时间骗取了9万余元。

“如果有的平台信息审核能力
不足或把关不严，很容易造成假证
行骗的情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方法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吴国邦
说。

骗保，甚至骗取继承权。记者
调查发现，此前有人从中介处购买
伪造的父母死亡证明等证件，将父
母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又以510
万元进行二次抵押获取不正当利
益。甚至有女子还在上班，却成社
保局“死亡人员”，原因是其丈夫通
过伪造死亡证明等材料，取走了该
女子个人养老保险账户的余额、丧
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共11万余元。

此前，有地方也出现一男子将
健在父亲变为“亡父”，在提供了死
亡证明、土葬证明及家庭关系证明
的材料后，申请获得死亡赔偿金8
万余元，后经查证该男子父亲还健
在，之前提供的证明材料均系伪
造。

受访专家认为，在骗保、骗取
继承权、私人纠纷等事件中，普通
民众很难鉴别文书的真假，伪造文
书者很可能骗取不正当利益，甚至

逃避相关责任，性质十分恶劣。
逃避法律责任。去年底，一男

子为逃避刑罚给自己办死亡证明，
最终数罪并罚获刑12年的新闻，
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案件中的
男子骗取他人钱财192万元后被
查处，在看到办假证的广告后，决
定从网上购买伪造的“死亡证明”

“火化证明”，从而达到人死案销，
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该男子在
开庭前向法院寄去了伪造的“死亡
证明”等文件，最终被法官明察识
辨。

2021年，广东一女子也伪造
“死亡证明”逃避刑罚11年终落
网，该女子在入狱服刑期间，通过
保外就医、伪造死亡证明逃避刑
罚，被发现后一直下落不明，警方
历经11年的侦查，在去年8月将其
抓获。

“死亡证明”也能“私人订制”，有商家一上午接到40多单

伪造证明“用途广泛”，上网骗筹款，骗保骗继承权，逃避刑责

倒逼平台“守土有责”，彻底铲除“暗黑文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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