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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 洁

□ 本报见习记者 白楚玄

  一群人举着手机，扛着摄像机，迅速朝着一个方

向围聚起来，原本安静的机场一角瞬间充斥着此起彼

伏的快门声和尖叫声。

  近年来，因粉丝追星导致的机场拥堵、飞机延误

等影响民航安全的行为屡见不鲜。人们不禁疑惑：粉

丝为何总能准确获知明星行程？包括明星在内的公民

航班个人隐私信息是如何泄露的？

  近日，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在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两名航空公司员工因出售飞机舱

单及其他公民个人信息，被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两名粉丝也因购买涉案信息被控有罪。

航班信息成为“商品”

  2021年1月20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机场民警

查获一人冒用他人身份证件试图乘机。据悉，该人为

某明星粉丝，为与自己的偶像同机，才出此下策。随

后，警方根据该粉丝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记录顺藤摸

瓜，发现有航空公司员工通过微信渠道向多名粉丝售

卖居民身份证号码与航班行踪轨迹信息。

  在某航空公司从事客服工作、负责查询航班和订

票信息的秦某和某航空公司前员工李某，手中掌握着

大量乘客身份、通讯、航班等信息。两人觉得这是个不

可错过的“商机”，于是利用职务便利，明码标价进行

售卖。据秦某供述，自2019年起，她开始出售公民个人

信息，将公务舱的舱单拍照后“整单”出售。

  经警方核查，2020年至2021年间，秦某伙同李某非

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其中涉及他人乘

坐航班的行踪轨迹信息1964条，非法获利1.7万余元，

其他公民个人信息370条，非法获利2.3万余元。此外，

秦某和李某还分别通过各自的渠道单独获取并出售

个人信息，分别获利6000余元和1.8万余元。

  警方发现，秦某和李某出售的航班行踪轨迹等信

息中，涉及多位明星。粉丝在获取舱单信息后，会通过

调换座位的方式近距离追星。

  在此案中被诉的张某，是一名热衷于追星的大学

生，其共向李某购买了他人乘坐航班的行踪轨迹信息

426条，其他公民个人信息78条。据张某说，每次她提

供明星乘坐的航班号后，出卖方就会将查询到的舱单

拍照后以每单15元的价格卖给她。如要查询具体人员

的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码，则需要单独收取100元至

200元不等的费用。

  同为粉丝的徐某则向李某、秦某购买他人乘坐航

班的行踪轨迹信息192条，其他公民个人信息8条。

舱单性质成争论重点

  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由拼音显

示姓名的舱单信息、个人历史行踪轨迹是否属于公民

个人信息。

  对此，公诉人在法庭上指出，舱单包含了航班号、

航班日期、航段信息、旅客姓名、旅客的舱位、出票人

的数量、订票日期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整合之后，能

够确定到具体的某一天、某乘客乘坐某一趟航班，这

对自然人具有定位的效果，属于地理位置的泄露，已

经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相关信息的泄露及非法使用会

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潜在危害。

  秦某和李某的辩护人则反驳称，被告人售卖的信

息数量不多，且绝大部分是舱单，舱单上的信息就是

某趟航班所有乘客的名字，被告人主观上以为自己仅

是出卖了乘客的姓名信息。而且从售卖舱单的价格也

可以看出，被告人的主观恶意不大。

  双方还就历史轨迹信息是否存在重复计算这一

问题展开辩论。秦某的辩护人提出，出售的个人信息

中，同一个公民的历史行动轨迹达到数十条，但这些

都针对同一个人，因此应作为一条信息。

  但公诉人却认为，部分历史行踪虽然针对的是同

一个人，但是每一条历史行踪反映的是不同时间、不

同地点，涉及多个地理位置、多条个人隐私。因此，每

一条都应该单独计算。“从数量上看，秦某、李某共同

出售的信息已达1964条，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庭上，张某和徐某这两名因追星而坐上被告席

的粉丝不停擦拭泪水，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因为追星

才购买的这些信息，根本没想到可能会因此构成

犯罪。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星告诉记者：“除了

对秦某、李某二人提起公诉外，我们还在履行公益诉

讼职责中发现，非法贩卖的信息大部分去向不明，秦

某和李某的行为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隐私权，可能

引发诈骗、非法讨债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因此，两人

还应当对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朝阳区检察院对秦某和李

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二人在国家

级媒体上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公开道歉，注销

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使用的账号，永久删除相关信息数

据，并按照获利情况分别赔偿4.7万元和5.9万元。

  “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被告承担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更加重要的是保护公民的信息

安全和自由不受侵犯，警示被告和社会公众，促使个

人信息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王星说。

  目前该案庭审结束，法院将择期宣判。庭审结束后，

该案主审法官商登煜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些人在自己

的工作中，可能会接触到其他公民的部分个人信息，但

一定要坚守自己的职责底线。至于‘粉丝’追星，打探他

人的个人信息，一定要注意‘度’。一旦越过法律的红线，

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甚至可能是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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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法制与新闻》记者 黄浩栋

  “家人们，欢迎进入直播间，刷波666让我感受一

下你们的热情！”某带货直播间里，主播朱某正口若

悬河。殊不知，有位特殊的粉丝已经悄然进入直播

间，他不为花钱，而是来“要钱”。

  原来，这个拥有近12万粉丝的主播朱某是一名

欠钱不还的“老赖”，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执

行法官曹念青已经“盯”他好几天了。

“老赖”主播欠钱不还

  上海市民王女士曾经出借60余万元给从事直播带

货的朱某，可是到了约定的还款期限，朱某却拒绝还

钱，王女士无奈只能将其起诉至法院。浦东法院在审理

中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明确朱某以分期还款的方

式偿还王女士人民币50余万元。然而签完协议后过了一

个多月，朱某不仅分文未还，人也失联了，王女士只得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时，疫情来袭，曹念青被要求居家隔

离，但执行工作不能停步。曹念青利用智慧法院系统第

一时间对朱某的银行账户、动产、不动产情况进行网络

集约查询，发现朱某名下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他

的电话也始终打不通。在对朱某采取失信限高措施后，

曹念青将目光转向了朱某从事的主播工作。

  了解到朱某经常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浦

东法院向该短视频平台所属的某科技有限公司送达

了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查询朱某账

户财产情况，并冻结账户。然而查询结果却显示，朱

某的短视频平台账户里只有75元，大部分财产早已

被转移，不知去向。

  就在查询朱某平台账户的过程中，曹念青发现朱

某这段时间内仍然在使用该账号进行直播，决定以粉

丝的身份，通过直播间抓出这名“老赖”。

直播间里探查线索

  “家人们，现在下单，即可享受价格优惠，赶快行

动！”直播间内，朱某卖力的表演时不时引发观众的弹

幕喝彩和打赏，这一切都被曹念青看在眼里。

  朱某每天会进行两到三次直播带货，每次直播的

观看人数都保持在2000到3000左右，一次直播下来收获

的打赏金额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直播结束后，朱某就

立刻将打赏收入从平台账户中转出，不留痕迹。

  作为“老赖”，朱某一方面逃避法院执行，另一方面

却在公共平台上直播赚钱。曹念青告诉记者，他原本打

算直接通过直播连麦的方式督促朱某执行，但是考虑

到直播间里还有其他观众，本着善意执行的理念，同时

也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让朱某再次失踪，曹念青选择

先从朱某先前发布的直播视频中寻找线索。

  在一则直播回看视频里，曹念青发现了一份包

含一串串英文数字编码的中奖名单。原来，朱某作为

带货主播，经常以抽奖方式给粉丝发福利。仔细比对

后，曹念青发现这些数字都是快递单号，号码格式一

致，应是出自同一家物流公司，曹念青意识到，通过

这些号码能够找出朱某的物流线索。

  根据快递单号，曹念青与物流公司和快递员取得

了联系。曹念青说明案件情况，在线撰写了协助执行通

知书，并出示了执行公务证，获取了涉案快递的发货地

址以及仓库管理人张某的地址和相关信息。

  曹念青调查发现，涉案快递的仓库及货物所有

权归属张某所有，张某与朱某没有合同关系，但张某

承诺会劝导朱某尽快联系法官配合执行，并提供了

朱某的财产线索和联系方式。至此，“老赖”主播朱

某终于彻底显形。

智慧平台促成和解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一定配合法院执行。”

层层压力下，朱某终于主动电话联系了曹念青，并报

告了自身财产情况。

  “你在案件执行期间隐瞒行踪，转移财产，已经

涉嫌拒执，现在责令你尽快履行法定义务，否则我们

将依法冻结你的短视频平台账号，禁止你的直播带

货行为。”在曹念青的严词训诫下，朱某承诺愿意积

极履行，但还款能力有限，希望可以分期履行。

  考虑到朱某还需以直播带货的方式维持生计，

以及疫情对经济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曹念青和申请

执行人王女士多次沟通，决定通过智慧执行平台在

线进行和解协商。

  智慧执行平台是上海法院自行研发的线上信息

化系统，集在线阅卷、送达、和解等一系列功能于一

体，有效助力破解法院“执行难”问题。

  在智慧执行平台，曹念青通过远程视频通话将王女

士和朱某召集到一起，并在平台上展示了朱某的财产情

况，通过反复协调沟通，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在线达成

了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朱某后续将以分期还款的方

式，在5个月内还清欠款，本案得以快速执结。同时，曹念

青也向朱某再三强调，后续如果仍然拒不履行，法院将

会视情况对其采取司法拘留、罚款等惩戒措施。

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兜售航班信息案开庭

粉丝购买航班信息只为与偶像同机

法官潜入直播间追“老赖”
浦东法院“云执行”助力化解执行难

减肥药非法添加被判10倍赔偿

  本报讯 记者唐荣 见习记者李文茜 通讯员王佳淑

黄森平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网络

买卖合同纠纷案，被告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因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被判决10倍赔偿价款，共计支付赔偿50261元。

  “古方减肥胶囊”是网店某食品专营店推出的一款“明

星产品”。原告邱某于2021年3月26日、4月3日两次购买“古方

减肥胶囊”，共付货款4831元。然而，邱某服用该款产品后，

出现手脚无力、冒冷汗、失眠等症状。

  邱某立即向购物平台反馈，收到退款2880元。邱某随后将

产品送检，发现含有西布曲明成分，遂起诉至法院，要求经营者

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退还剩余价款，并支付价款的10倍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减

肥产品中含有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西布曲明，可以认定被

告销售给原告的产品为有毒有害食品。该产品包装上标注

的制造商未依法进行工商登记，被告未能提供产品的合法

来源、未能合理解释制造商未进行工商登记的事实，可以认

定被告明知该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故法院判决被告

退还1951元价款，并支付10倍赔偿48310元，共计50261元。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刘娟 证人当

庭否认合作协议非本人签字，后经鉴定系虚假陈

述，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其作出罚

款5万元的决定。曹某某在收到罚款决定后不服，

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江西省高院于

近日作出复议决定书，驳回曹某某的复议申请，

维持原决定。

  吉安中院在审理一起合同纠纷案件时，被告

苏州某科技公司（甲方）认为其与原告江西某通

信公司（乙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乙方授权代

表人处“曹某某”签名非本人签名，并申请对该签

名“曹某某”三字是否为本人书写进行鉴定。

  审理期间，曹某某作为证人出庭，在签署、

宣读保证书及知晓证人的法律权利、义务及作

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的情形下，其仍否认签名

系本人签署。

  江西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文检鉴定意见

书，认定《合作协议》乙方授权代表人处“曹某

某”签名字迹是其本人所写。对此，吉安中院作

出对曹某某罚款5万元的决定。

  审理该案的法官说，证人是否客观诚实地

陈述对案件事实认定有直接的影响。本案中，证

人曹某某有口头具结和书面具结，依法应客观

陈述事实，但其在明知证人的义务和伪证的法

律后果的情形下，仍虚假陈述作伪证，妨害民事

诉讼活动，扰乱司法秩序。对这样的行为，法院

依法严厉打击。

证人当庭作假证被罚5万元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 本报通讯员 赵 明 陈建群

  两人买槟榔扫码中奖后竟动起歪

脑筋，通过计算机技术入侵槟榔企业

后台网站，批量下载红包链接，并将盗

取的红包链接予以售卖，最终受到法

律严罚。

  2021年3月，湖南省湘潭县某槟榔

企业报警称，怀疑所售槟榔产品包装上

的中奖信息泄露，被人恶意领走奖金。

后警方查明，2021年3月4日至5日，有3个

微信号多次扫码报案公司槟榔的中奖

二维码，3个账号累计扫码资金40855.42

元。这3个账号背后的用户很快被核实，

分别是郭某、万某和邹某，他们交代是

从一个发卡平台结识了“朋友”，花费比

红包金额少5元至10元的价格，即可买

进二维码和密码信息组成的“红包料”，

扫码后赚取差价。

  随后，幕后黑手张某和徐某浮出水

面。2021年2月初，张某和徐某发现涉案

公司有扫码中奖活动。张某曾在互联网公司任

职，有较为熟练的计算机技术，于是他入侵该槟

榔企业后台网站，找到了抽奖活动的抽奖码，并

通过相关技术手段批量下载该企业的微信抽奖

红包的链接和密码30余万条。

  由于企业将扫码兑奖上限设置为同一个微

信号每日只能兑奖10次，为快速兑现红包，张某

突破后台限制，修改上限为100次。不仅自己扫，

张某和徐某还在网上搭建了“发卡建网”平台，

低价销售“红包料”给万某等人。

  截至案发，涉案的6人共用微信扫码兑现盗

窃的微信抽奖红包金额达30余万元，未遂部分

金额为80余万元，其中张某和徐某获利20余万

元。近日，由湘潭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张某

等6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实施盗窃和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案一审宣判，6人被分别判处9年至6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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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陈美青 胡筱俊

  26年前，他只身一人从东北雪乡前往广东广州，以

打工为生；10年前，他辗转各地来到浙江杭州，学着做起

了生意；如今，他拥有一家公司、两家店铺及多处房产，

身价超3000万元。然而，他的财产却全挂在别人名下。

  他是谁？他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成功抓获一

名潜逃26年的命案积案嫌犯罗某（男，49岁），多年隐姓

埋名甚至已成千万富翁的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争执伤人慌乱潜逃

  “如果所有的钱能买一次人生重来的机会，我倾

家荡产也要买。”面对民警，罗某仿佛找到了“树洞”，

将隐藏多年不敢说的事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1996年5月，黑龙江省桦南县，20岁出头的罗某和

同村石氏兄弟因田间灌溉水渠问题起了争执。因为互

相都不肯让步，3人的争执逐渐从谩骂发展成了推搡，

事态一步步升级。

  混乱之中，罗某挨了不少拳脚，情急之下，他频频

出拳，将对方打得头破血流。直到一位同村长辈出来

劝架，双方这才罢手。

  当夜，罗某在家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心想，

自己在老家总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

还发生了纠纷打架，这也太没出息了。于是他暗下决

心，准备到县城找份好工作，闯出一片天地。

  第二天一早，罗某来到县城。正当他在县城闲逛时，

家里人联系他说，石氏兄弟中的哥哥因伤势严重进了

医院。

  罗某当时没把这当回事，然而没过多久，他却在

电视上看到了自己的通缉令——— 石氏兄弟中的哥哥

伤重不治去世了。“出事了！”慌乱中罗某买了一张

南下广州的车票，只想着要逃得越远越好。

生活如同泡沫一般

  为了不被人发现，罗某潜逃到广州后，便开始了

隐姓埋名的生活。每到一个地方打工，他就冒用他人

身份，对不同的人编造出不同的名字。

  陆续打了几年零工后，罗某起了做生意的心思，

辗转来到浙江省温州市学习一段时间后，就前往杭州

做起了仓储服装生意。

  罗某说，这一段时间，他学会了忍让，因为怕身份

被人发现，就算吃了亏，他也会选择息事宁人。

  “2015年到2018年，生意比较好，每年退税都能退

200多万元，可我不敢去办理。”那几年，罗某的生意越

做越大，不仅开了服装公司，还有了店铺及多处房产，

可因为身份问题，他一直过得谨小慎微。

  这些年来，罗某的公司、房子、车子都没有挂在自

己的名下，连微信、支付宝都是借用他人身份注册。罗

某告诉民警，他曾有过一个女朋友，两人还生下一个

女儿，他用女朋友的支付宝存下了400多万元，但在谈

婚论嫁时，他不敢向对方坦白往事，也不敢和对方领

证，女朋友最终离他而去。

  “如果当初自己忍一忍，也就不会跟他人发生矛

盾，最终导致悲剧。”罗某潜意识一直无法遗忘以前的

事，常常感到恐惧，觉得眼前的一切如同泡沫一般，随

时都会破灭。

层层筛查逃犯落网

  2022年初，婺城分局深度研判省厅、市局下发的

历年、命案积案、“改头换面”逃犯线索信息，对逃犯网

上、网下活动轨迹及其关系人信息进行深度挖掘。

  “同样浓眉大眼，有点微胖，为什么身份信息显示

却天差地别？”2022年新年刚过，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

局刑侦大队里，副大队长傅静生紧紧盯着电脑上李某

和罗某的两张比对照片，陷入沉思。

  李某，是2013年某地一起赌博案中抓获的违法人

员。可疑的是，这个人和李某身份证上的照片完全不

像，反而和一起命案上网逃犯罗某的照片很像。

  傅静生抽丝剥茧，很快确定该男子冒用了李某的

身份。随着进一步调查，傅静生发现这名违法人员的

真实身份也并不是罗某。真正的罗某到底是谁？警方

立刻开始对这个消失26年的逃犯身份展开调查。

  侦查中心通过信息研判，层层筛查、一一排除，会

同城西派出所最终锁定，在杭州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刘

某，极有可能才是真正的罗某。2月17日，根据线索追

踪，民警发现其在金华某小区的踪迹。得到线索后，民

警决定立即行动，对其进行抓捕。

  次日，罗某来到某小区车库准备开车，设伏多时的

民警瞄准时机，快步上前，干净利落地将罗某按倒在车

前。面对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民警，已化名为刘某的

逃犯懵住了。在审讯室，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罗某已移交至黑龙江警方。

命案嫌犯隐姓埋名竟成千万富翁
金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命案积案

□ 本报记者  石飞

□ 本报通讯员 梁帆 母赛昌

  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边境管控

新形势，云南临沧边境管理支队启

动了边境派出所、边境检查站、执法

调查队“所站队”片区联动机制，全面

加大对边境一线的巡逻管控力度。

  3月9日，“所站队”联动机制刚

启动不久，该支队执法调查队在工

作中获悉一条毒情线索。为核实线

索真实性，该支队抽调军赛边境检

查站、芒卡边境派出所警力联合前

往边境一线进行摸排。

  民警核查比对了上千条信息，

几十公里的边境线走了一遍又一

遍，最终确定了毒情线索的真实性。

随后，该支队抽调军赛边境检查站

和芒卡边境派出所两个单位的警力

组成专案组，在支队执法调查队的

指导下，对该线索持续跟进，进行专

案侦办。为掌握更准确的消息，专案

组再次对边境一线进行抵边侦查。

  “线索经核实无误，现在最要紧

的是锁定嫌疑人出现的具体时间及

路线。”专案组对人员进行了分工，

一组继续在边境一线隐蔽侦查，一

组通过视频监控实时观察边境一线

动态。漫长的边境线上，专案组民警

在烈日、星光和月色的陪伴下，悄无

声息地设伏，静待“猎物”出现。

  3月13日20时许，专案组在视频

巡查时，发现一辆白色SUV在边境

某路段多次往返出现，形迹十分可

疑。民警通报情况后，前线侦查员立

即前往该区域排查。

  随着车辆出现，迂回前行，侦查

员秘密跟随在后。当车辆行至某联

防所4公里处，一男子突然从车上跳

下来，消失在路边的草丛里，而驾驶

员则留在车内等候。过了一会儿，这

名男子扛着一个编织袋回到车旁，并把编织袋放进了后备

厢。侦查员当机立断下令抓捕，迅速上前将驾驶员及搬运东

西的男子控制。

  “我们把人员控制后，发现两人准备运输的东西是毒

品，便对附近的草丛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最后，在距离车辆

50米左右的一棵大树下，发现了4个蓝色编织袋，里面装的

也全部是毒品。”一位侦查员回忆说。

  经检测称量，5个编织袋里的毒品可疑物均为冰毒，净

重139.27公斤。经查，二人为了躲避检查，曾多次在边境地区

“考察”，最后选定位置，通过抛投的方式将毒品送到境内，

准备转运到藏匿地点时被抓获。

  为进一步扩大战果，侦查员立即对两名犯罪嫌疑人展

开审讯。审讯中，侦查员发现有一个叫杨某的男子与本案有

联系。随即，侦查员对杨某展开侦查。

  “我们发现杨某与多名贩毒人员有联系，案发后杨某的

手机经常处于关机状态，但活动轨迹一直位于边境一线的

山林中。”侦查员说。

  为避免打草惊蛇，防止犯罪嫌疑人杨某逃往境外，专案

组秘密在杨某家附近进行布控，同时对杨某经常联系的吸

毒人员进行摸排。

  3月15日，专案组得知杨某在家的后山有1处落脚点，民

警到达现场后，并未发现杨某，但在此处查获走私香烟200

条，毒品吸食工具若干。

  3月23日，专案组侦查员发现杨某的踪迹，随即在其附近

道路严密布控。当天下午，专案组见时机成熟，下令对杨某实

施抓捕，6名侦查民警协同配合，将其按倒在地。

  随着杨某的落网，云南临沧边境管理支队“3·13”特大

贩毒案全线告破。此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缴获毒品冰

毒139.27公斤，查扣涉案车辆1辆，捣毁毒品囤积窝点1个，缴

获吸毒工具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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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刘中全 近日，吉林省通化市公安局东

昌分局打掉一个为跨境赌博网站提供“洗钱”帮助的犯罪

团伙，抓获8名团伙成员。

  前不久，通化市公安局东昌分局民主派出所接到线索，

辖区居民高某名下的一张银行卡流水异常，可能存在“洗钱”

行为。东昌分局立即抽调警力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民警从资金流向、涉案人员轨迹等多方向同步推进开展

侦查工作，最终确定高某系洗钱团伙的成员之一。确定犯罪

窝点后，20余名民警立即开展抓捕行动，将8名犯罪嫌疑人全

部抓捕归案，并在现场搜出作案手机20余部，银行卡50余张。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听说用自己的银行卡

帮人转账便能获得相应的流水收益，于是8人一起为境外赌

博网站“洗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8人便非法获利共计30

万元，涉案金额高达1亿余元。

  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帮助赌博网站“洗钱”团伙落网

庭审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