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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500余人参与的救援

根据官方通报，12月3日17点19分，

许村镇荡湾工业园区内的海宁市龙洲印染

有限责任公司污水厌氧罐倒塌，压垮附近

两家企业的相关车间。截至4日凌晨3时

许，经认真排摸并确认已知失联人员全部

找到。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另有4名重

伤员在医院救治。涉事企业主要责任人和

相关责任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另据嘉兴消防救援支队消息，事故现

场并无明火。

事故发生后，海宁市连夜开展全力搜

救，联动公安、应急管理、消防、武警等部门

和属地许村镇以及民间救援力量等各类救

援人员500余名、调配车辆30余辆，以及

吊装挖掘机、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投

入现场挖掘处置。

17时35分，首批消防救援力量达到现

场，18时20分在搜救中发现里面有人员

被困，并救出5人，19时10分救出2人，19

时18分救出1人，20时许救出2人……

对于奋战整夜的救援人员来说，后勤

补给十分重要。在事发现场附近的一家小

卖部，也超时经营了。店主杨老板告诉记

者，店里的充电宝、塑胶鞋、泡面都是亟需

的生活用品，为此，小卖部特地不打烊，陪

着救援人员。

这家企业多次被行政处罚

那么，事故涉事企业——海宁市龙洲

印染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如

何？记者从公开资料中获悉，海宁龙洲印

染的前身为许村印染总厂，创办于1983

年，原本是一家镇办集体企业。1997年6

月，这家企业转制民营企业，注册资金

1468万元，俞炳良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纺织品织造、印

花、染整加工；纸管、尼龙袋制造（不含印

刷）等。

此前，根据其他媒体记者报道，2017

年5月，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的

污水及锅炉改造项目申请，在省发改委

组织的专家评审会上得到认可，获一致

通过，成为浙江省内印染行业唯一通过

2017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项目总

投资额为 5500 万元，来源全部为企业

自筹。

记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发现，系统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

中，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曾因违

法违规行为在4年间被公安、环保、税务

和运管部门处罚过：2015年6月10日，因

“货运经营者不按规定维护和检测运输车

辆”受到海宁市道路运输管理所的行政处

罚；2017年 10月 11日，因“超标排放废

气”受到海宁市环境保护局的行政处罚；

2018年7月18日，因“超标排放废水”受

到海宁市环境保护局的行政处罚；2018

年 8月 22 日，因“未如实记录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数量、流向”受到海

宁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此外，2016年9

月19日，该公司还因税务问题被海宁市

地方税务局处罚过。被污水冲击过的通道内一片狼藉

环保部门对现场进行环境监测

救援现场

民警在厂区外围维持秩序

新华社 王淑娟 高少华 李丽静

“区块链应用场景落地，XX币躺着也

能赚大钱”“矿机一响，黄金万两”……早在

2017年，国内虚拟货币交易和相关交易所

就被监管叫停，但记者发现，随着近期国家

明确提出对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一些不法

分子趁机浑水摸鱼，推出各种所谓“币”

“链”类高收益科技投资项目，大肆进行传

销、非法集资活动。

“炒币群”“挖矿群”再度活跃

记者调查发现，近期，网络上的“炒币

群”“挖矿群”在沉寂两年后重新活跃起来，

关于虚拟货币行情和交易的讨论火热。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区块链旗号推广

宣传虚拟货币、资金盘，将区块链技术等

同于虚拟货币，甚至出现“防范代币发行

融资风险政策已过时”等言论，有的用

“链”“挖矿”“IMO”“STO”等花样翻新的

名目，披着区块链的“马甲”开展非法金融

活动。

在一些三四线城市，有各种传销组织

打着区块链的旗号大肆行骗。他们伪装成

区块链科技公司，以所谓区块链投资专家

的名义到处开免费培训班，拉人头煽动公

众抓住所谓的投资机会。行骗手法和保健

品传销如出一辙，多数群众尤其是老年人

对区块链和监管政策了解不深，很容易掉

入陷阱。

目前，上海、北京、广东等多地金融监

管部门相继出台措施，对虚拟货币交易场

所进行摸排整治。

事实上，早在2017年9月4日，央行

等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

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的直接交易，对

虚拟货币交易场所进行清理整顿。此后，

国内的虚拟货币大型交易所转入地下运

作，将经营主体或服务器迁至境外。严厉

监管下，虚拟货币交易暂时低迷。

2019年10月，中央肯定了区块链技

术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中的重要地位，

相关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热点，一度降温的

非法发币活动借机“死灰复燃”。

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

区块链研究室主任毛洪亮告诉记者，近期

传销、资金盘等不法活动利用区块链概念

和发行虚拟货币进行包装，本身与区块链

技术无关，涉及资金多，危害严重。

挖矿、游戏、发币“三大套路”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诈骗活动以区块

链技术包装迷惑投资者。

——以区块链挖矿、兑币为名诈骗。

河南郑州警方近期通报了一起涉案金额

13.6 亿 元、受 害 群 众 7000 多 人 的 骗

局。诈骗团伙嫌疑人高某成立河南链

鑫科技有限公司、AT 交易所等多家公

司，将购买的硬盘、主板、机箱贴标拼装

成所谓的“矿机”，对客户谎称：购买投

资“矿机”就可通过挖币、兑换、交易等

方式获得高额回报。但当客户高额购

买其“矿机”投资后，该公司又以交易平

台被黑客攻击为由，冻结客户兑换的数字

货币，通过后台操作阻止客户提现，非法占

有客户资金。

——打着区块链游戏的名义诈骗。上

海浦东网警发布了一起区块链养宠物的资

金盘诈骗案。该项目许诺客户养虚拟猪

15天后平台收购，就能有28%的收益。但

实际上，所有交易都由平台人员操控，甚至

赤裸裸地把参与者称作“韭菜”，最后公司

卷款跑路。

——以区块链名义发行“空气币”“传

销币”。一些交易平台为吸引用户流量和

资金，提升交易规模，推出了“交易即挖矿”

“平台币”“交易平台融资IEO”等新玩法，

部分平台甚至上线“共振币”等涉嫌传销、

资金盘的虚拟货币。

“很多项目本身与区块链无关，只是利

用区块链概念从事传销、资金盘等不法活

动。”毛洪亮表示。

提醒投资者增强防范意识

近期，上海监管部门特别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不要将区块链技术和虚拟货币

混同，虚拟货币发行融资与交易存在多重

风险，包括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

投资炒作风险等，投资者应增强防范意识，

谨防上当受骗。

2019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处置境内

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200余家，关闭相关

支付账户1万余个，关闭微信营销小程序

及公众号近300个。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相关负责人郑

玉山表示，当前监管风向标是规范、净化区

块链技术发展环境，清理防范民间炒币、非

法集资和金融诈骗，保障真正的区块链技

术安全有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副处长

程宇表示，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区块链项目

的名义诈骗、搞资金盘，造成了社会对区块

链技术的负面认知，阻碍了技术与行业的

健康发展。应强化监管，加大对违法行为

的惩治力度。

“炒币”“挖矿”再度火爆
警惕披着区块链“马甲”的金融诈骗“重出江湖”

海宁污水罐坍塌事故致9人死亡
事发当时发生了什么？发生事故的是家什么样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