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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天津8月21日电（记者周润健）“一
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8月22日将迎
来一年一度的七夕佳节，也称牛郎织女节。一些
公众发现，今年的七夕来得有点晚，这是咋回事？

七夕是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但对应的公历
日期却不固定，一般落在公历的7月下旬至8月上
旬之间。

今年是农历的“闰年”，多出一个“闰二月”，从
公历3月22日开始至4月19日结束。正是因为在
农历七月前插进了一个月，导致七夕的日子靠后。

为什么要设置闰月呢？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我国现行公历和
农历两种历法，一个公历年的长度是365天或366
天，一个农历年的长度是354天或355天，公历年
和农历年相差11天左右。为平衡两者之间的“时
差”，农历历法用增设闰月的办法，设置了“十九年
七闰”的规则。每隔2年到3年，就必须增加1个
月，增加的这个月叫“闰月”。
“置闰”的规则是依据二十四节气来定。农历

历法规定，每个农历月都有一个中气，如果某个月
中不包含中气，就算上一个月的闰月。

今年3月21日（农历二月三十）为中气春分，
下一个中气谷雨在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一），这
当中的3月22日至4月19日的农历月中只有一个
节气清明，没有中气，所以这个农历月就定为闰
月。因为它的前面是二月，所以叫“闰二月”。正
是由于“多”了这个“闰二月”，导致今年的七夕来
得有点晚。

今年七夕为何
“来得有点晚”

近期，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成功
捣毁一个架设GOIP设备为境外诈骗分
子提供通话服务的窝点。GOIP设备是
一种虚拟拨号设备，它能将传统电话信
号转化为网络信号，具有部署简单、人机
分离、远程操控、无需人员值守等特点，
犯罪分子在境外能够通过在国内的
GOIP设备远程控制国内的SIM卡实施
诈骗。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
短视频平台成诈骗高发区，跨境电信诈
骗呈现骗术隐蔽性强、链条化运作和涉
案者年轻化等趋势，让案件侦破难度进
一步提高。

专家建议要加强宣传引导力度、提
高技术反制能力、建立健全统筹监管机
制，维护民众的安全利益。

电信诈骗出现新变化
近年来，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跨境

电信网络诈骗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短视
频成为了不法分子锁定诈骗对象的新平
台，能够熟练使用短视频和各类社交媒
体的年轻人成为电诈组织的重点关注对
象，而一旦落入诈骗陷阱，诈骗团伙链条
化的运作模式可能让受害者及其家庭陷

入二次诈骗的困境中。
短视频平台成诈骗高发区。与传统

假借“高薪招工”为名实施诈骗的手段不
同，如今受众面更广、话术隐蔽性更强的
短视频成为新的诈骗手段。

诈骗团伙通过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大
量境外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享乐场景
吸引受害者“上钩”。这些短视频内容的
观众一旦信以为真并在评论或私信中留
言“想发财”“想去玩”等内容，就会被不
法分子盯上并以可以“免费带人体验”等
话术展开诱骗。而所谓“免费带人体验”
其实是由境外诈骗团伙垫付了高额费
用，待受骗者被诱骗偷渡至境外，便会被
诈骗团伙要求以“业绩”抵换路费。

涉案人员呈低龄化趋势。近年来，
年轻人成为诈骗团伙重点关注的对象。
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梳理了
2021～2022年全国各地法院公开的128
宗涉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刑事一审案件结
果发现，涉案的被告人中“90后”“00后”
的年轻人合计占比达74.15%，涉案人员
年轻化成为电信诈骗的新趋势。
“年轻人对各类社交网络软件比较

熟悉，使用程度高，加之社会经验不足，
更容易成为电诈组织者寻求的目标。”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周光旭介
绍道。

诈骗链条长，二次诈骗多发。记者
了解到，如今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已具规
模并形成了链条化运作模式，由于诈骗
产业链条长，二次诈骗现象多发。

在诈骗初期，不法分子通过短视频、
社交网络等平台锁定诈骗对象并将其诱
骗至边境地区，再由边境地区的“蛇头”
协助从陆路或水路出境，通过“明码标
价”层层转卖给当地的诈骗团伙。诈骗
团伙利用受害者家属急于寻亲的心理，

要求受害者家属“重金赎人”并从中非法
牟利形成贩卖人口的产业链。

在此过程中，受害者可能会被限制
人身自由、遭到虐待，严重时则可能危及
生命。

侦办案件堵点仍存
“骗子花样更新快，现阶段打击电诈

是追着骗子‘跑’。”兰州市公安局刑事警
察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军告诉记者，
面对跨境电诈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案件
的侦办难度也在升级。

新型电诈案件的取证难度较高。李
军表示，由于不法分子在短视频平台、社
交媒体与受害者进行私聊行骗的聊天内
容涉及公民隐私，协调平台调取犯罪证
据要花费不少力气，有时候还需要额外
付费购买第三方数据信息以方便取证，
让案件侦破难度大大上升。

与此同时，诈骗团伙人员变化多、位
置更新快进一步阻碍了警方的调查取证
速度，使调证速度很难“跑赢”作案速度。

海外“保护伞”致使跨境办案难。
“眼睁睁看着他们在境外搞电诈，没办
法。”李军说，由于涉电诈的境外地区环
境较为复杂、政府无法控制地方武装协
助办案等因素，公安机关的跨境办案难
度较大。

例如，在一些境外被包装成“工业园
区”“科技园区”的赌诈园区背后，有海外
势力作“保护伞”并形成了完整的黑灰产
业链条，给案件侦破带来阻碍。

行政管理机构分割难以形成侦破合
力。兰州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有组织
犯罪侦查队四中队中队长李得志表示，
侦办电诈案件涉及的部门较多，如银行、
通信管理局、第三方监管机构等，协同作
战难度较大。

侧重前端防范加强技术反制
针对上述问题，受访专家从加强引

导力度、提高技术反制能力和建立健全
统筹机制等方面给出建议。

加强引导宣传力度，提升公众反诈意
识。针对电诈案件屡禁不止且青年涉案
人数增多，北京市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薛
颖琦建议，现阶段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
应扛起反诈宣传的责任，积极传播有价值
的反诈视频，以合理的呈现方式推送电诈
案件，通过讲述海外电诈参与者、受害者
家破人亡的真实故事，进一步提高公众反
诈意识，有效提升防骗“免疫力”。

提高技术反制能力，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李军建议，短视频平台应该从技
术层面加大监管力度，通过技术手段排
查可能的线索，比如针对定位在东南亚
地区的视频发布者进行更多行为监控，
加强与公安机关的信息共享。此外，公
安部门也应加大力度培养反制人才，尽
快组建一支技术过硬的反电诈队伍，让
“骗子的电话打不进来、公众登不上非法
网络、诈骗团伙无从下手”。

建立健全统筹机制，合力打击电信
诈骗。多名长期参与侦破一线电诈案件
的受访民警表示，境外电诈的犯罪手段
正在不断升级，“立足境内打境外”更需
要加强多部门协作，将关口前移。

开辟“信息链、技术链、资金链”绿色
通道；网信部门要加强互联网监管，对问
题突出互联网企业开展“一案双查”；银行
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要摸清存量
账户风险，切断境外电诈资金流渠道。“只
有攥指成拳，才能组织集群攻坚，全面提
升打击质效。”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鹏宇 马莎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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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强的短视频成为了“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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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2023年张

家界黄石寨高空扁带赛

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

公园黄石寨举行。来自

中国、法国、西班牙等国

家和地区的选手在峰林

之间竞技。

新华社发（吴勇兵摄）

高空“带”舞
峰林间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记者
樊曦 张骁）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取
得重大建设进展，随着国产首台16
米级直径盾构机“运河号”21日在北
京市通州区土桥新桥西北侧顺利接
收，至此，我国最长盾构高速公路隧
道实现双线贯通。

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由首发集
团组织实施、中国铁建铁四院设计、中
交隧道局参建，是落实新版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的重大工程。建设者将东六
环局部段引入地下建成隧道。地上留
出空间用于打通城市断路、促进产业
发展并规划大型公园，通过“缝合城
市”促进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和京津冀区域交通协同发展。

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盾构隧道
建设创造一系列纪录：隧道总长7.4公
里，为我国使用盾构法施工的最长高
速公路隧道；“运河号”盾构机开挖直

径16.07米，为我国北方在建最大直径
盾构隧道；隧道最深处位于地下75
米，是北京市埋深最大的地下隧道。
今年6月，工程西线隧道率先贯通。

为打赢这场“地下攻坚战”，我国
企业自主制造了单台总重量达到
4500吨，长约145米的“运河号”盾构
机。研发人员先后攻克10余项核心
技术难题，其中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同
步双液注浆技术填补行业空白，大幅
提升隧道的稳定性和防水质量，实现
了“隧道零渗漏、地面微扰动、施工零
事故”。

我国最长盾构高速公路隧道双线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