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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张 蕾 崔嵬

  勘查凶杀现场，检验高度腐败的尸体，开棺验尸

甄别白骨……从警35年以来，如今58岁的王炳宝参与

了3000多起案件的侦办和现场处置，法医损伤鉴定万

余起，DNA法医物证检材1000余件，无一差错。　　

  王炳宝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公

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近日，《法治日报》记

者走进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倾听王炳宝及其同事们

抽丝剥茧破译命案密码的精彩故事。　　

缜密检验找到真凶

  35年来，“还原死亡真相，还死者公道”的信念督

促着王炳宝认真对待每一起案件，不漏掉任何蛛丝

马迹。

  2021年5月，发生在18年前的昌吉州昌吉市出租

车司机郜某被杀案告破，犯罪嫌疑人黄某被绳之以

法。能够锁定这起陈年命案的真凶，王炳宝及其团队

的技术勘查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年1月，郜某遇害。王炳宝回忆说，由于当时

的技术手段有限，还没有公共视频和DNA检测等技

术，给案件侦破带来很大难度。　　

  当年现场勘查时，技术人员提取车上多枚烟头。

2021年，在攻破命案专项行动中，王炳宝带领团队梳

理出存放了18年的烟头。由于保存时间过长，烟头已

有不同程度降解、污染情况，检验难度极大。

  王炳宝组织专人制定缜密检验方案，亲自参与检

验，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最终在检材中确认完整DNA

分型，与江苏籍有犯罪前科的男子黄某吻合。有了这

条线索，专案组民警立即展开侦查。依据客观证据支

持，黄某最终被绳之以法。　　

  王炳宝告诉记者：“法医这份工作需要个人长期的

经验积累，认真分析、比对、判断，细之又细。根据事发

现场，同样的东西不一定得出同样的结论。好比一个人

骨折了，我们法医就要结合医学和力学，研究是什么样

的力、作用在哪里，确定骨折的方式和原因。”　

现场勘查助破命案

  一身白色防护服，用镊子夹起纤细的毛发，或拿

起放大镜注目凝视，或持解剖刀熟练操作……这样的

情景，是王炳宝的日常。　　

  2022年1月14日，昌吉市公安局接到群众阿兵(化

名)报案，称其母亲失踪。

  阿兵的母亲40多岁，身体健康，常年独自居住。1

月初，在吉木萨尔县工作的阿兵多次给母亲打电话均

无人接听，放心不下的阿兵电话联系朋友到家中看

望，家里却没有母亲的身影。“她平时喜欢到朋友家

玩，我也没想那么多”。　　

  1月13日，阿兵回家后依然没联系到母亲，第二天

一早报了警。

  民警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家里很整洁，经现

场勘查未发现明显入室抢劫等痕迹。而技术员一进

屋，就闻到一股臭味，和卫生间地漏反水的味道不同，

是尸臭。

  循着气味来到卧室，打开床箱，一具腐败的女尸

映入眼帘，正是阿兵的母亲。接到支援请求，王炳宝带

着团队赶到现场，通过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分析，阿

兵的母亲死亡已有一周时间。

  王炳宝带领技术团队提供的现场勘查及尸体解

剖得出的分析判断，确定了案发时间，给案件侦破提

供了关键支撑。随后，警方提取查看相关视频资料发

现，死者死亡当天凌晨，有一名“老太太”从单元门走

出，从其走路的形态判断其为男性乔装打扮，随后经

侦查锁定目标，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我们从作案人接触过的死者身上被子、袖口、钱

夹等物证上提取DNA和犯罪嫌疑人的DNA一致，他

想逃都逃不掉。”王炳宝说。　　

用专业让真相说话

  35年，能在法医这条路上坚持下来的人不多，王

炳宝也有太多的心酸、委屈和不被理解，但他依然选

择坚守并挚爱这份工作。　　

  1986年，医学院校毕业后的王炳宝成为昌吉州玛

纳斯县一名临床医护工作人员。次年，因工作需要被

调到该县公安机关，负责法医鉴定工作，艰苦的工作

环境常人难以想象，危险和挑战无处不在。　　

  “法医要与各种各样的尸体打交道。夏天时常遇

到高度腐败的尸体，恶臭、狰狞，惨不忍睹。冬天零下

20摄氏度，只能在旁边临时生火取暖，以保障工作正

常进行。”王炳宝说。

  法医这份工作责任重大，很多时候需要随叫随

到。王炳宝回忆说：“1991年冬天的一个夜里，我突然

接到单位通知，让我和同事紧急处理一起案件现场，

然而次日就是我结婚的日子，家里已经备好了酒席，

准备第二天办婚宴。”可他仍责无旁贷奔赴案件现场，

工作到天亮才回到家中，导致婚礼无法按时举行。每

次想起来王炳宝都觉得愧对妻子。　　

  2009年，在王炳宝的主持带领下，昌吉州建立了

第一个法庭科学DNA实验室，填补了昌吉州刑事科

学的技术空白；2014年，王炳宝争取各级领导支持，精

心设计谋划，建成了装备完善、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实

验室。他所带领的技术团队连续多年在全国刑事科学

技术实验室能力验证中取得优异成绩。　　

  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王炳宝用所学的专业技

术，揭开每个刑事案件的重重面纱，用专业和敬业

捍卫法律公平与正义。他说：“每一个命案背后都有

自己的密码，我们就是要用证据复原现场，一根发

丝、一滴血迹、一个指纹，一旦我们破解了，真相就

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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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18年前的一枚烟头揪出真凶
法医王炳宝从警35年参与侦办3000余起案件无一差错

办案人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陈英

　　　

  金箔酒、金箔蛋糕、金箔冰淇淋……近年来，在线

下市场和网络平台上，大量“镀金”食品频频出现，在

“网红美食”“高颜值”等词汇包装下，不少消费者乐意

为此买单。

  然而，这类含有金银箔粉的食品不仅吃不得，生

产还涉嫌违法。近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检察

院针对“镀金”食品问题，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向市场监

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掀起了一场餐饮单位制售含金

银箔粉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镀金”食品屡禁不止

  今年2月初，普陀区市民陈女士为了给10岁的女

儿过生日，特地从一家蛋糕店定做了一款网红金粉

蛋糕。

  “科学老师告诉我们金属有毒，金子做的蛋糕能

吃吗？”看着金光闪闪的蛋糕，陈女士的女儿不解地

问。女儿的这一问让陈女士想起曾看到过检察机关对

这类“镀金”食品的公益诉讼宣传，随即向普陀区检察

院反映了这一情况。

  接到线索当天，普陀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的检察

官们便来到该蛋糕店进行暗访，发现确实有几款蛋糕

用上了金箔、金粉做装饰品。

  检察官们随后又以糕点生产企业、蛋糕店为重点

对象，对全区餐饮行业进行了覆盖式走访调查，并以

“金箔”等关键词在多个外卖App和网络交易平台搜

索相关信息，也发现了在蛋糕、巧克力上添加金箔的

现象，甚至有不少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上晒出自己食用

“镀金”食品的经历。

  近年来，“镀金”食品屡禁不止。普陀区市场监管

部门表示，“金箔”多为“博金”而来。添加金箔是许多

经营者牟取暴利的一种手段，为迎合“食金延年益

寿”“食金显示身份高贵”“食金交好运”等消费心理，

其本质是利用跟风消费心理制造营销噱头，大幅抬

高产品售价。价值几元的冰淇淋球涂上金粉售价达

几十元，一块蛋糕“穿上”金箔外衣价格翻番，如此种

种，层出不穷。

金箔不可以随意添加

  据了解，在我国，食品中添加金银箔粉是被禁止

的。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食品添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

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

或天然物质。每种允许添加的食品添加剂都有其用途

及规定的安全限值，不可以随意添加。

  普陀区检察院检察官告诉记者，金银箔粉不在我

国规定的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范围内，金银目前尚

无专业的科学研究证明其作为食品添加剂在食品加

工生产中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同时也无数据证明其作

为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

或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都是违法行为。

  早在2001年5月，当时的卫生部法监司就曾对江

苏省卫生厅“金箔酒卫生监督有关问题的请示”批复

明确：“金箔既不是酒类食品的生产原料，也不能作为

食品添加剂使用，应当禁止将金箔加入食品中。”

  今年1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海关总署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查处生

产经营含金银箔粉食品违法行为的通知》提出，食品

生产者不得采购使用金银箔粉生产加工食品，食品销

售者不得采购销售含金银箔粉食品，餐饮服务提供者

不得制作售卖含金银箔粉餐食，要求严厉打击生产经

营含金银箔粉食品、虚假宣传金银箔粉可食用、进口

含金银箔粉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从营养学角度来说，金银并不是人体必需的营

养素，无任何营养价值，也没有味道，食品中使用金银

箔粉，实无必要。甚至不少商家宣称的‘可食用金箔’，

还可能是其他重金属和色素结合的‘假金箔’，存在重

金属中毒的风险。”普陀医院营养师胡晓娜说，民众盲

目追求“高大上”，不仅助长奢靡之风，还存在很大的

食品安全隐患。

检察建议促令行禁止

  食品安全关乎民生。2月18日，普陀区检察院向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开展专项执法监

督行动，对辖区内蛋糕经营者违规添加金银箔粉的行

为以及其他食品生产、销售领域内生产、销售含金银

箔粉食品的行为开展专项排查，督促依法整改，落实

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严禁生产、销售含金银箔

粉食品。同时督促网络交易平台落实主体责任，严禁

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含金银箔粉食品。

  收到检察建议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开展餐

饮单位制售含金银箔粉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

以大中型商超、网络平台经营户、“网红”餐饮店为重

点场所，以糕点、冰淇淋、巧克力、白酒、寿司等可能使

用金银箔粉的食品为重点种类，通过实地检查和平台

线上搜索等形式展开集中排查行动，共检查31家餐饮

单位，查处2家烘焙店在制作裱花蛋糕时添加金银箔

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近日，办案检察官再次来到涉事的餐饮店，发现金

银箔粉食品的问题都得到了严格规范。检察官还登录外

卖App及网络交易平台，以“食用金箔”“食用银箔”等为

关键词进行搜索，已无法搜索到相关店铺。搜索显示的

金银箔粉产品中，也未见有与“可食用”相关的宣传。

  “为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必须向‘镀金’食

品亮剑。”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旭征介绍，下

一步舟山检察机关将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在全市范围

内集中开展金箔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活动。通过督促职

能主管部门对制售金箔食品行为进行严格安全监管，

严格网络交易、广告宣传监管，加强科普宣传和舆论

引导，遏制“食金之风”，让“镀金”食品无所遁形，全方

位守护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

食品中随意添加金箔存在安全隐患
舟山市普陀区检察院向“镀金”食品亮剑

□ 本报记者   姜东良 

□ 本报见习记者 李 娜 

□ 本报通讯员  张 琪

 

  近日，山东省沂源县公安局破

获一起特大制售假证章案，打掉造

假窝点2处，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查

获各类假证件上万件，假印章1万

多枚。

  2021年7月，沂源警方接到群众

举报称，县城某印务社可以制作假

证件和假印章。接到举报之后，沂源

警方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

  为获取相关证据，专案组民警

化身成客户请托该印务社崔某帮

忙办理学历证书。经过两个多月时

间，民警慢慢使崔某放下戒心，最

终拿到了假学历证书。

  由此，警方确认崔某存在伪造

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的行为，随即依

法对崔某的印务社进行搜查，当场

查获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各类

假印章52枚，假身份证等各类假证

件27份。民警通过对崔某的涉案电

脑进行检查，发现其中存储的伪

造、变造假证章图文多达2G，与他

人商定伪造变造印章、证明证件的

聊天记录多达1400多条。

  审讯中崔某交代，自2019年以

来，其通过委托上线或自己制作的

方式，伪造各类印章证件卖给他人

牟利，前后超过190人次。

  根据崔某的供述，民警循线追

踪，其上线金某夫妇逐渐浮出水

面。摸清金某夫妇在外地的制假窝

点后，2021年10月，专案组民警准备

对金某夫妇实施抓捕。

  抓捕当日清晨7时许，金某妻子

彭某外出返家时，被在小区附近蹲

守的专案组民警抓获。但民警很快

发现，嫌疑人金某并没有在其家

中。民警随即赶往制假窝点将金某

抓获。民警在现场扣押制造假证件

材料上万件，假印章上万枚，及塑

封机、晒版机、切卡机、打印机、电

脑等作案工具。

  证据面前，金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2017年他

就为网上一个造假证的卖家拉客户，并开始学习造假技术。

2019年，他认为自己的造假技术已经成熟，便购买了相关设

备和原材料，通过制作假证件、假印章等非法牟利。

  经查，从2019年至今，金某夫妇以制售假证件、假印章

为业，其间二人分工明确，彭某负责联系客户，金某则负责

制作假证章，其下线多为中间商，涉及湖南、广东等地，涉案

60余人。目前，金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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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刘津宁

  利用“边民互市”的贸易方式走私冷冻南美白虾

等水产品498柜，逃税近6000万元，这个12人的家族式

团伙最终落入法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认定洪某等12名被告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宣判，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据了解，洪某早年一直在北京做水产品生意，

他发现进口虾的利润很高，从2015年12月起，便带

领一干亲属及朋友摸索出了一条进口海虾的“好路

子”。洪某等人为逃避关税，选择绕道东南亚，将水

产品运输到中越两国边境，通过“边民互市”的方式

走私入境。

  “边民互市”，是指我国边境地区边民在我国陆

路边境20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

集市上、在不超过规定的金额或数量范围内进行的

商品交换活动。

  2015年12月至2019年10月期间，洪某团伙利用

“边民互市”的方式急速敛财。2020年，洪某等人被北

京海关缉私局查获。2021年，检察机关对洪某等人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洪某等人在进口冻白虾等水产

品过程中，将应当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水产品498

柜通过“边民互市”的贸易渠道进口，逃避海关监管，

经计核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5967万余元。在整个走

私过程中，洪某负责整体组织指挥，其子负责采购进

口，其他成员则分别负责销售、档口管理、联系付汇、

组织边民过货等。其中洪某等5人自始参与走私，对

全部数额负责，其余7人则对各自参与走私的数额

负责。

  北京四中院审理后认为，洪某等人在进口货物

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将应当以

一般贸易方式缴税进口的货物通过“边民互市”贸易

方式申报进口，洪某等12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

通货物罪。

  综合案情后，北京四中院判处洪某等5名主犯13

年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500万元至50万

元不等，判处其余7名从犯有期徒刑3年或2年，缓刑2

年到5年不等，并处罚金100万元至20万元不等。二审

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一团伙利用“边民互市”走私敛财
主犯获刑13年并处罚金15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通讯

员柯俊青 近日，海南省三亚市

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三亚某森林公

园开发有限公司破坏生态环境一

案，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获得法院全部

支持。

  三亚市检察院查明，某森林公

园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球场项目

于2007年年底启动建设，建设范围

位于甘什岭森林公园中的保护区

内，总占地面积1588.8亩。自项目开

工建设以来，某森林公园开发有限

公司因未经土地利用规划许可、未

办理任何审批手续，三次被责令立

即停止施工和毁林行为并办理相

关手续，但该公司拒不执行行政命

令而继续实施违法行为。

  在随后10年的经营过程中，该

公司两次被行政罚款达2600余万

元，多次被责令停业整顿和恢复生

态，直至2019年6月，保护区管理站

对高尔夫球场进行了全面封停，高

尔夫球场完全停业。经鉴定，高尔

夫球场项目占用的保护区范围内

323.1亩林地和园地遭到严重损毁，

植被群落生物多样性及物种丰富

度遭到完全破坏，原有生态服务功

能基本丧失，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

价值约3205.92万元。

  三亚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某森林公园开发

有限公司赔偿非法侵占省级自然保护区期间造成林

地生态服务功能损失2947.52万元、赔偿林木资源损

失22.76万元、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35.64万元、并

承担本案鉴定费用41万元，共计3246.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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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通讯员吕亚霖 近

日，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审理

了被告人刘某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并公开宣判。

  2019年7月起，被告人刘某、肖某某安排被告人

苏某某、赵某某发放招嫖卡片，组织被告人屈某某等

在西安市实施卖淫活动。与此同时，被告人刘某、肖

某某、屈某某合谋对嫖客实施敲诈。

  其中，被告人刘某负责招募卖淫女、制作招嫖卡

片并安排被告人苏某某和赵某某发放、安排卖淫女

实施卖淫，还通过电话向被害人言语恐吓威胁以勒

索钱财、分配犯罪所得；被告人肖某某负责招募卖淫

女、接听嫖客电话并安排卖淫女、收取并分配犯罪所

得；被告人屈某某负责卖淫、给刘某拨打电话配合敲

诈，并持肖某某收款二维码收取被害人钱款；被告人

苏某某、赵某某负责在酒店发放招嫖卡片。直至案

发，刘某等人通过组织卖淫收取嫖资共计2.07万元，

实施敲诈勒索非法获利共计10万余元。 

  未央法院审理认为，该集团成员较为固定、分工

明确，有组织地实施组织卖淫、敲诈勒索、骗取他人

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22起，严重扰乱正常的社会生

活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最终，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

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被告人刘某、肖某某以组织卖

淫罪、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

9年；对被告人屈某某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

年6个月；对被告人赵某某、苏某某均以协助组织卖

淫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西安宣判“仙人跳”犯罪集团案
  本报讯 记者马维博 通讯员赵爱荣 近日，河南省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盗用他人移动支付

账号转账的犯罪案件。被告人程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

  2020年10月2日凌晨，被告人程某受常某雇佣，在淇滨

区帮其操作游戏账号出租工作。趁常某睡觉，被告人程某盗

用常某手机，分3次向自己扫码转账共计15001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

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程

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陈富为

  骗子们处心积虑地策划、分工、包装、演绎，一批镀金

工艺品变成了“黄金”。近日，随着最后一名团伙成员在江

苏落网，这起发生在重庆市合川区的“假冒黄金”典当诈

骗案即将结案。至此，流窜5省（市）作案的诈骗团伙被警

方打掉。

  曾某是该诈骗团伙的主犯。他偶然发现网购的黄金工

艺品跟真金难以区分，于是动了邪念，开始拉拢团伙，走上

用工艺品假冒黄金的犯罪道路。

  2021年9月，曾某将团队带到合川区，与李某各带一队，

沿着目标区域内的所有黄金加工店、典当铺逐一行骗。只抵

押、不售卖，是他们的“原则”。因为如果卖，要通过专业人士

切割、熔解检验真伪，风险大，成功率低，而抵押的检验工序

就简单多了。

  锁定目标后，曾某拿出网上购买的黄金仿制工艺品，

“要自信，让老板以为你是急缺钱，迫不得已才抵押”。若得

手，他便会通知另一组队员，对已经上过当的老板进行二次

诈骗；若败露，他也有一套说辞足以脱身。不到两个月，曾某

等人作案40余起，获利41万余元，足迹遍布5省（市）。

  2021年9月11日，合川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情报大队接到

群众报案，称有2名外地口音男子，在城区以典当“黄金”首

饰为名实施诈骗。接到报案后，民警迅速展开核实调查，明

确了嫌疑人身份信息及行踪。通过分析研判，发现该案是一

起有组织、分工明确的跨区域团伙作案。

  同年9月14日下午，该团伙一成员再次来到合川区一金

银加工店作案时，被民警当场抓获。在合川区某酒店内，民

警将另外4名团伙成员一举抓获，这其中，就有负责统筹指

挥的主犯曾某。

  审讯时，民警发现曾某手机里有在网上购买“广东某家

黄金工艺品”的交易和聊天记录，在证据面前，曾某对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随后民警抽丝剥茧、顺藤摸瓜，以曾某、李某为突破口

进行审讯，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取证，一条完整的证据链逐

渐浮出水面。该团伙成员均如实交代了在外省市作案的

情况。

  目前，该团伙成员已全部落网，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重庆打掉一“假冒黄金”诈骗团伙

男子盗用他人手机转账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