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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绿的稻田上空，一架无人机

正在低空作业，随着急速的“嗡嗡”

声，几分钟后，一大片农药就喷洒完

毕。这样的现代化农业，已经越来

越多见。但随着“黑科技”的引入，

相应纠纷也随之而来。

近日，江山市人民法院通过办

理一起案件，发出司法建议，保障农

业生产安全。

2021年，江山的陈某承包了66

余亩田地用于种植莲藕。经过一年

的栽种，去年盛夏，满池荷花竞相绽

放，荷花下的莲藕也是长势喜人。7

月下旬，眼看着丰收在即，陈某发现

原本碧绿硕大的荷叶大面积枯萎、

发黄，再拔出下面的莲藕，又小又

硬，根部还萎缩腐烂，生长陷于停

滞。

这样的情况，除东南边的6.5亩

藕田外，其余 60 余亩田的莲藕无一

幸免，陈某损失惨重。

经详细了解，陈某得知隔壁两

家种粮大户顾某华、陈某兵，两天前

刚刚使用农用无人机在稻田上空喷

洒了除草剂。这两家的稻田，恰好

与陈某的荷田比邻。

陈某要求两名种粮大户赔偿损

失，但各方一直协商不成。于是，陈

某将顾某华、陈某兵起诉至江山法

院。

经司法鉴定，确认两次无人机

喷洒作业对莲藕产生叠加药害影

响。其中，顾某华使用无人飞机喷

洒的除草剂因风力飘移及挥发飘

移，导致藕田药害，是主要原因，影

响受损比例大约 70-90%，陈某兵

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对藕田二次危

害，影响受损比例大约 10-30%。

陈某的藕田在两次叠加药害影响下

损失约 16 万元。法院根据过错比

例，判决顾某华、陈某兵分别承担

80%和20%的赔偿责任。

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发现，随着

近年来无人机被广泛运用于喷洒农

药，由于操作技术或自然因素等，常

常误伤相邻农田，造成农作物受灾，

并由此引发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这类纠纷中，无人机作业缺乏

管理、技术操作不规范等，是导致相

邻农作物受损的主要原因。但受损

农户往往缺乏证据保全意识，在主

张赔偿时，常常会遭遇举证难、维权

难等突出问题。一些农作物受损时

间和申请鉴定时间相隔较久，即使

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也难以认定作

物损害与无人机喷洒农药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各方矛盾日益凸显。

对此，江山法院向市农业农村

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加强农业安

全生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范风

险和证据保全意识；规范无人机作

业过程，公开无人机飞行轨迹及用

药名称和用量等信息；开展无人机

技术培训和指导；探索建立无人机

作业保证金制度，制定损害处置流

程，协助农户保存样本，及时开展因

果关系鉴定。

目前，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已针

对相关情况，研究无人机数据与农

业部门推出的智能应用对接，以便

及时确定无人机飞行轨迹及作业信

息，预防“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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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配员不足严重危害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因配员不足导致船

沉人亡的事故更是时有发生。

记者现场了解到，长江水运价格较为低迷，为降本逐利，有船主勾

结不法分子伪造配员证等多种证件，且将相关假证件从纸质版升级为

电子版。配员证造假，引发疲劳操作、应急反应能力低下和设备维护保

养不足等问题，给行船安全埋下重重隐患。

业内人士介绍，在新技术手段“加持”下，不法分子钻平台漏洞，加

之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执法协调不畅等，多类航运假证得以蒙混过

关，亟待开展专项整治、升级技术监管、加大普法教育，让黄金水道航运

更安全。

假证“升级”埋“隐雷”

6月上旬，长江下游江面上的船只往来

如梭。

记者现场了解到，长江水运价格近几

年较为低迷，一些船主罔顾航行安全、非法

购买假“绿码”压缩用人成本。

“船 E 行”是某地海事部门推广使用的

电子政务平台，只有当船舶实际配员超过

最低安全配员标准，船舶和船员定位相同

时，才能在平台生成船舶通行“绿码”。

这本是改革便民之举，却让一些犯罪

嫌疑人嗅到了“商机”。

“四本证件，三个月，包任职包出‘绿码’，

总费用 15000 元。”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

法分子经常在长江航运船主微信群发布

“制作绿码、包查验”等广告，收集船主对虚

增船员的要求。

随后，“黄牛”会迅速联系制作“绿码”

的技术人员，并寻找愿意出租证件的船员，

获取有证船员的个人照片等信息，运用技

术手段伪造配员数据，在“船 E 行”后台审

查通过后，生成符合最低安全配员的通行

“绿码”。

据了解，每虚增一个船员，“黄牛”收费

800 元至 4000 元不等。他们会将利润与

“绿码”制作人员分成，衍生出船主-中介-

制作“绿码”人员-出租证件船员的四级产

业链。

海事部门通报的案例显示，近年船舶

配员不足导致的失控碰撞、倾覆自沉等情

况时有发生。如2021年4月长江下游发生

的两轮碰撞事故中，“Z”轮仅有 1 名持证船

员，疲劳操作，未及时瞭望，致与“X”轮碰撞

后沉没，1人死亡、1人失踪。

近日，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正办

理一起非法制售“绿码”案件。经查，2021

年7月以来，赵某等20余人，通过岸上岸下

勾结，运用科技手段钻“船E行”App漏洞，

为3200余艘次船舶非法提供伪造“绿码”。

“有一艘轮船，最低安全配员6人，可通

过办假证，船长、二副、轮机长、三管轮均不

在船。这样的船只航行隐患太大。”崇川区

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周末说。

不单是配员证，记者调查发现，船舶年

审合格证、适航证、安全与环保证、吨位证

等也存在被不法分子伪造的情况。

利用“新科技”钻漏洞

记者调研发现，片面逐利动机、平台存

漏洞以及部门间信息共享不充分等，给不

法分子提供了违规违法空间。

首先，片面逐利动机催生造假办证。

今年5月，长江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同

比下降 0.1%，水运繁忙的下游同比下降

1.3% ，干 散 货 综 合 运 价 指 数 同 比 下 降

8.5%。

周末介绍，由于运价低迷，有船主伪造

证书冒险蛮干，进行跨航区、超吃水、越类

别的非法运输。

此外，一些船员虽有相关实践技能，但

受限于文化水平，无法通过考试取得适任

证书，对薪资要求较低。部分船主以低薪

雇佣他们降低成本，为躲避监管教唆其办

假证上岗。

其次，利用新兴科技钻取平台漏洞。

据赵某等供述，他们前期将不在船上的

船员静态照片上传“船E行”后，即可通过审

查，从而虚增在船船员人数。后来“船E行”

软件更新升级，需要动态人脸识别才能通过

审查，他们便下载国外一款人脸动画生成软

件，将船员头像照片上传模拟脸部动态，从

而通过“船E行”的人脸识别审查。

另据了解，犯罪嫌疑人还利用手机软

件进行虚拟定位，实现船员手机定位与船

舶自动识别系统定位一致。

最后，监管难以实时、信息缺乏共享

等，也给假证提供了生存空间。

办案人员透露，海事部门对航行船舶

并非逢船必检，通常只对“黄码”“红码”船

舶进行现场检查。即便遇到按比例抽查，

为确定船舶到港停泊的准确位置，海事部

门通常会在检查前提前联系该船舶，因海

事部门驾驶巡逻船从办公地点赶赴船舶停

靠位置需要一定时间，不法分子得以造假

应对现场检查。

周末分析称，假证类违法犯罪行为涉

及证件种类多，各涉水行政执法部门虽对

某一领域的证件具有高度专业性，但对其

他领域的熟悉程度尚有不足，单一部门发

现假证较为困难。

铲除假证生存土壤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尽快开展专项整

治，持续提升平台技术水平，推进内河航运

普法教育，铲除假证生存土壤，为长江水运

护航。

目前，检察机关已牵头海事等相关部

门，形成联席会议纪要，就伪造内河船舶船

员证书、伪造“船 E 行”绿码等问题，从健全

信息化监管等方面加强协作配合，合力维

护长江航运安全。目前相关部门已对系统

予以升级。

周末建议严惩重处，实施联动执法，开

展内河船舶配员专项整治行动，通过远程

核查预到港船舶通行码、现场检查到港船

舶配员信息、现场比对离港船舶配员信息

等方式，严防人、船、码不符的船舶在辖区

作业。同时，建立健全海事、交通运输、水

利、公安等部门协同监管、个案会商、线索

通报、案件移送、涉案物品处置等制度，对

涉假造假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法分子实施

重处。搭建船舶、船员核心数据共享核查

机制，以及风险数据共享比对机制。

此外，进一步强化信息化建设，确保监

管软件及时升级。一位政法干部建议提高

人脸识别的灵敏度和精确度，让通过“刷

脸”等手段虚假任职的船员不能通过审

核。并对社交软件中的相关敏感词汇及不

正常网络转账记录等进行动态筛查研判，

及时跟进查处，让伪造“绿码”船舶无处遁

形。

部分船主建议加大普法宣传，相关主

管部门可考虑内河航运实际情况，合理合

规收费，科学制定相关标准。

同时，通过支持创业、技能培训、社会

保障等加强政策扶持，帮助无证船员找到

新的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