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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宇

  将追赃挽损贯穿办案全程，全面查清犯罪

团伙的资金流向，依法及时查封、扣押、冻结涉

案财产，追缴赃款赃物；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引导犯罪嫌疑人主动退赃；全面摸排已审

结案件，做好涉案财物清运、财产变现、资金归

集、清退等工作……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追赃挽损是重中之

重。自今年4月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以来，辽宁沈阳政法机关紧盯追赃挽损“最

后一公里”，将追赃挽损作为检验专项行动成

效的重要标准，做到应追尽追、应退尽退，应赔

尽赔，最大限度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全面查清资金流向

及时冻结涉案财产

  在打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工作中，沈阳市

公安机关发现，此类违法犯罪通常呈现时间跨

度大、案件链条长的特征。嫌疑人通过营造“正

常经营”的假象，不断吸引新客户，并从新客户

交纳的钱中拿出一部分用以支付老客户的“利

息”，而老客户在尝到甜头后，往往会出于好意

介绍亲朋好友加入，整个过程往往持续1年至2

年。当受害人发现被骗后，诈骗团伙早已潜逃，

赃款已被嫌疑人转移或挥霍一空，追缴难度

较大。

  “针对涉养老诈骗案件涉案金额大、资金

流向复杂、追回金额极少、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的问题隐患，沈阳市公安局组织全体办案民

警，将追赃挽损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及时查

清涉案资金去向，依法‘查扣冻’涉案资产，防

止被隐匿转移，做好受害人资金退赔各项工

作。”沈阳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具体工作中，沈阳市公安局组织治安、

维稳、网安、技侦等警种部门密切配合，切实形

成工作合力，对涉及人员多、金额大、存在引发

涉稳问题风险隐患的案件，提前评估风险，准

确把握时机，依法稳妥处置。对近年来涉养老

诈骗线索、警情和案件进行全面梳理，并对已

破案件开展“回头看”，力争从中发现新的追赃

挽损线索，不断扩大打击战果。

  对已破获的案件，沈阳市公安机关进一步

加强与民政、住建、市场监管、银保监等部门协

同配合，积极与检察院、法院对接，协助解决案

件侦办中立案管辖、调查取证等问题，共同做

好挽回受害人损失的工作和案件赃款物的处

理工作。

  在办案中，沈阳市公安机关规范运用资金

查控手段，全面查清犯罪团伙的资金流向，依

法及时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追缴赃款赃

物，坚决防止犯罪分子隐匿、抽逃、转移财产。

对于犯罪团伙非法出售的各类物品，集中收

缴，依法处理，彻底摧毁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

础。强化案件研判串并，梳理银行账户流水，捋

清资金往来流向。

  “不法分子往往不会通过现金形式来吸

收、保管集资款，这些资金通常会存入银行账

户。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后，会立即协调开户

银行，调查涉案银行账户及关联账户的资金交

易往来，查清资金流向轨迹，及时冻结相关资

金。”沈阳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同时全

面收集证明资产权属的相关证据，确保查封、

扣押、冻结在案的资产权属明确，为后续的资

产处置、返还等工作夯实基础。

坚持宽严相济政策

引导主动退赃退赔

  “办理养老诈骗案件中追赃挽损，是维护

受害人财产利益的重要手段，是预防和控制社

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关键所在。沈阳检察机关

坚持构建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的工作模

式，积极主动作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形成

合力，为案件办理和追赃挽损工作提供了有力

保障。”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在沈阳市康平县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康平

县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张某诈骗案中，张某与

康平县社会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工作人员相

勾结，以自己有能力为不符合条件的人办理社

保退休、公益性岗位等为名，骗取老年人钱财，

在本地区造成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办案中，康平县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

将打击犯罪同化解风险、维护稳定统筹部署，

并立即向上级检察院、县委政法委汇报，坚持

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加大追赃挽损力

度，最大限度为受害人挽回损失。同时，坚持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考虑犯罪性质、认罪悔

罪程度、退赃退赔等情节，让犯罪嫌疑人及受

害人都能感受到法律权威和司法温度。

  在此案审查初期，张某存有抵触情绪，拒

不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向张某耐心

讲解法律适用，让其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犯

罪行为和性质，真心认罪悔罪，通过让受害人

减少损失来减轻罪责，早日回归社会，并告知

张某如果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退赃退赔，将

对其启动认罪认罚程序，进行从宽处罚。最终，

张某消除了顾虑，在被审查起诉阶段主动退赃

18万元。

  沈阳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沈阳检察

机关将继续探索多样化的矛盾化解渠道，持续

将追赃挽损和严惩犯罪、矛盾化解和维护稳定

相结合，全力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

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减少群众经济损失

  在审理养老诈骗案件中，沈阳市两级法院

以追赃挽损为重点，最大限度维护老年群众利

益，对已审结的案件进行全面摸排，做好涉案

财物清运、财产变现、资金归集、清退等工作。

  沈阳市中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称：“要加强

沟通协调，全力查找财产。追赃挽损是检验专

项行动成效的重要方面，要把追赃挽损贯穿案

件处置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尤其是公安、检察、

法院应加强沟通协调、协同配合。”

  在审理曹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法

院及时发现财产线索，与公安配合，成功查封

被告人曹某某一处房产。

  法院与受害人沟通交流过程中，受害人曾

向法院表示被告人曹某某有房子和车等财产。

法院认为被告人可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立即

责成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曹某某名下的财产进

行查询。法院要求公安机关不仅要查询被告人

曹某某本人名下财产，也要查询被告人近亲属

名下的财产。

  在法院的沟通指导下，公安机关对被告人

曹某某所有的银行账户进行查询，对被告人曹

某某及其丈夫、儿子、女儿名下的房产、车辆进

行查询。经过查询，发现被告人曹某某在沈阳

市某区某街有一套住宅楼，并进行了查封。

  在实践中，沈阳市两级法院还加大执行力

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准确甄别、审查、认定涉

案财产，加大财产刑执行力度，综合运用多种手

段，做好涉案财物清运、财产变现、资金归集和

财产返还等工作，最大限度地追赃挽损，减少受

害群众经济损失，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观看短视频和直播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

分，拿着手机动动手指，就能在各个直播间来回切

换，也能更换不同题材的短视频。与此同时，短视频

和直播涉黄、涉暴、低俗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

诟病。

  近日，为进一步规范网络主播从业行为，加强职

业道德建设，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共同联合发布《网络主播行为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规范》指出，网络主播在提

供网络表演及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不得出现31种行

为，包括炒作绯闻、丑闻、劣迹，传播格调低下的内

容，宣扬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公序良俗的

内容；服饰妆容、语言行为、直播间布景等展现带有

性暗示、性挑逗的内容等。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在《规范》出台

后，当下仍有一些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主播“顶风作

案”，直播间里的表演和评论“辣眼睛”。

  7月5日，在某直播平台，记者随机进入了一个直

播间，一位名叫“爱笑的顾儿”的主播正在和他人PK。

  起初两人只是坐着交谈，但对方直播间突然礼

物激增，“榜一大哥”一口气将礼物量刷到了3000。反

观“爱笑的顾儿”这边，观众只是象征性地刷了几个

“小爱心”，礼物量尚未过百。

  PK时间还剩一分半钟，眼见就要输掉这次PK。

于是，身着高开衩裙子的“爱笑的顾儿”从椅子上起

身，随着音乐节奏开始晃动，迷离的眼神配上凹凸有

致的身材。直播间观众一看“福利”来了，纷纷刷起了

礼物。

  “爱笑的顾儿”晃动幅度也越来越大，甚至将手

放在裙摆处，一点点向上提，暴露出来的肌肤越来越

多。直播间热度瞬间被引爆，大量观众在评论区留言

称，“太火辣了”“主播再提一提裙子”。

  一分钟的热舞，记者注意到“爱笑的顾儿”多次

做出挑逗表情、抖胸和富含性挑逗意味的动作。PK

结束后，“爱笑的顾儿”问直播间的观众，“是不是只

有这样，哥哥们才会给我刷礼物”，得到直播间观众

“那必须，多来点”的回答后，“爱笑的顾儿”笑了笑，

继续直播。

  随后，记者来到第二个直播间。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晃动的镜头正对准紧闭的房门，门外的女主播大

声叫嚷着要求开门，门内传来男人的应答声，并慌忙

喊道“等我一会”“你先去前台，我随后就下去”。

  这究竟是唱的哪一出？就在记者百思不得其解

时，手持设备的人开始低声说道，“刚进直播间的家

人们点点小红心，刷礼物直播捉奸”。

  在女主播一番催促下，门终于打开了。女主播和

门外的人员随即一股脑冲了进去，只见屋中有一名

穿着浴袍的男子，神色慌张地看着众人，不断喝茶掩

饰尴尬。

  “那女人去哪了？”女主播问道，男人神色慌张地

回答说，这里只有他一个人。镜头一转向，房间中出

现凌乱的床铺和两双拖鞋。这时，手持设备的人再次

说道，“家人们点点关注刷刷礼物，我们揪出‘小三’”。

  在观众纷纷留言刷礼物时，主播也开始打开房

间中一道道门，可电视柜门却怎么也拉不开，缝隙处

还飘出一缕头发。男人眼见不妙，连忙凑近说这是假

发，而在女主播用力拉扯下，柜门里传出来了一声声求饶，直播间顿时沸腾起

来：“小三”抓到了。

  记者刚进直播间时有2.1万人观看，这场闹剧结束时，观看人数已经涨至5

万人，评论区更是连连叫好，不断刷着“正能量”等词语。

  河北沧州的马女士是一名短视频爱好者，她告诉记者，这类“直播小剧场”

平时十分常见，直播内容都是按照剧本演绎出来，常常为了节目效果而设计桥

段，制造冲突。

  “穿得少，扭得好，流量肯定少不了！”这是在许多直播平台舞蹈区流行的

一句话。

  有业内人士介绍说，每到半夜，总有主播苦于无人观看、流量低、礼物少，

可一旦穿上性感着装，跳起略显诱惑的舞蹈，直播间总能在一瞬间热度大涨。

久而久之，主播们纷纷爱上了这种深夜“发福利涨热度”的行为。

  6月29日凌晨一点，某视频平台舞蹈区依旧人声鼎沸，在主播“狱凰阿巴阿

巴”的直播间中，紫色氛围光铺满房间，屏幕当中的主播身着黑色皮衣，随着音

乐节奏奋力扭动着腰肢，眼神充满挑逗，观众源源不断地涌入直播间。

  凭借这段舞蹈，女主播在舞蹈区的排名由58名跃升至第4名。随着人气越

来越高，女主播的动作幅度也越发大胆、夸张，一些观众似乎也陷入癫狂，评论

区里一些留言不堪入目，并伴随着大量点赞。

  只见女主播双手叠放在身前，身体向两侧摆动。突然，直播间的画面卡住

了，随后屏幕一黑，提示当前直播结束了，屏幕下方浮现一行字：“当前的直播

间因‘违反直播动作规范’已被管理员切断。”

  记者浏览了同一时段舞蹈区的所有主播，名叫“大鹅炖蘑菇”的女主播仅

穿抹胸热裤，大汗淋漓地跳着舞蹈，暴露程度引得大批观众驻足，弹幕却与舞

蹈无关，纷纷评论起主播身材。主播看到后非但没有制止，反而说休息一会儿

继续。

  这些主播为何无视规定，频繁触及红线呢？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认为，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

驱动，因为主播现在都是职业化和公司化运营的，这就需要不断追求利润，所有

行为都是围绕如何增加流量和粉丝量、如何提高变现能力展开的。从个人角度

来说，主播也需要不断获得更高的曝光度、更多的打赏以及更丰厚的经济回报。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杰说，网络主播此举一是追求名

利，为了流量或者打赏，主播甘愿违规甚至违法；二是心存侥幸，认为监管部门

不可能面面俱到，或许不会被发现。

  王四新说，《规范》的出台有助于净化直播生态，规范直播行为。但直播行

业目前存在参与人数多的特点，导致有关部门的执法监管存在盲区。因此，要

让《规范》落地，还需大量的跟进措施、协调性的行动。此外，在当前变现模式不

可能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亟须改变平台的内容推荐机制，内容的回报或者打

赏机制。

  朱杰告诉记者，2022年是平台监管“严年”，需要在监管层面从严整治网络

直播平台以及网络直播平台的参与者，包括主播和跟帖评论者，“不能仅仅停

留在有法可依，还应当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王四新建议，平台方需要启动全方位的符合法律要求的动态身份巡查审

核机制，并且认真落实执行，另外还需加强主播专业化引导，限定主播在所选

业务板块下发言，确保主播有一定的专业化水准和能力。不仅如此，针对网络

主播纯粹跟着流量走、眼球走、热点走这种现象，平台的过程管理也非常重要，

短时间内某直播间出现用户量暴增、粉丝量暴增，甚至出现违法情况，后台都

应配有相关监督措施。

  朱杰提出，平台方可采取引入第三方“鉴黄师”“鉴俗师”的措施加强监管，

同时对网络主播进行实名认证、岗前培训和签订合规承诺书，将网络主播纳入

负面清单管理和征信管理。同时，平台应对主播直播的内容进行低分辨率影像

留存合理时间，以便追溯其言行的合规性，并且利用算法，直接“熔断”违规、违

法主播的直播行为。

  “加大对主流有爱、有趣、有料的内容主播进行奖励和弘扬，让充满正能

量、能够真诚提供内容的主播越来越多，光明终究会驱散雾霾。”朱杰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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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政法机关
追赃挽损守护群众养老钱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见习记者 张海燕

  养老投资、养生保健、低价旅游团……各

类专盯老年人的消费项目层出不穷，背后却是

一环扣一环的诈骗套路，严重侵害老年人的财

产权益和身心健康。

  为斩断伸向老年人的黑手，今年以来，上

海市委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机关，有力推进全

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近日，《法治日

报》记者深入各政法单位进行了采访。

  原本是颈椎、腰椎不舒服，陈大妈走进一

家名为“富强世家膏药铺”的保健按摩店，贴了

“世家传承膏药”，谁知却出现脚踝肿胀、皮肤

瘙痒等症状，随后店家又给陈大妈涂抹另一种

药粉，导致陈大妈身上皮肤溃烂、渗水，最终体

内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导致这一悲剧的，正是店家号称“包治

百病”的祖传膏药和涂抹的吡罗昔康药粉。

经检验，这些号称可以有效缓解颈椎、腰椎

病症状的膏药，其实内含砒霜等毒性成分，

当陈大妈等患者来治疗的时候，店主就取出

家里做菜的老陈醋调和药粉，并加入一些温

水，使药泥在身上产生温热的效果，患者会

感到舒服，以为治疗“颇有成效”。而后续使

用的吡罗昔康药粉，如果过量使用，尤其是

大面积涂抹在破损皮肤表面上，会造成患者

有生命危险。

  检察机关指控，被害人陈大妈直接死因符

合躯干部及四肢大面积皮损，继发感染、水电

解质紊乱、急性肾损伤等，终致多器官功能衰

竭。非法行医人张强为陈大妈使用及供其使用

的药物以及其他非法行医行为，与陈大妈死亡

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经过审理，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张强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其行为已

经构成非法行医罪，依法应予惩处。最终，法院

判决被告人张强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服务老人’‘关爱老

人’‘中药养生’的旗号招摇撞骗，陈大妈就是

一步步落入了张强‘热情周到’的养生保健骗

局，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而付出了惨痛的生命

代价。”主审法官提醒，切勿相信不法分子的过

度殷勤，所谓的“关心”不过是犯罪分子编织的

行骗“大网”。

  除了养生保健诈骗之外，更有不法分子打

着投资“养老产业”的幌子，引诱老年人“加

盟”，不仅承诺高额回报，还专门组织老年人去

“养老基地”汗蒸、赏梅、采摘……尽管非法集

资骗局不断变换“马甲”，但其目的最终都是将

手伸向老年人的“钱袋子”。

  通过足浴排毒，可以治疗糖尿病、低血

糖、高血压、心脏病，甚至还有护肝保健作

用。在上海市普陀区某商务楼内，一款“氢分

子”沐足治疗仪的免费体验活动吸引不少老

人参与。

  只见老人将双足伸入足浴仪，没多久，水

中冒出气泡，水质变成褐色，这就是所谓的“排

毒”。这款号称可以包治百病的“氢分子”沐足

治疗仪，即便价格高达上万元，却仍有不少老

人购买。

  前不久，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在市公安

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成功捣毁了这个专以老

年人为目标，售卖假医疗器械的诈骗团伙。经

检验，这些所谓的“氢分子”治疗仪，其实只是

向厂家定制的普通电解仪，将仪器导片放入水

中，无需人体参与，经过一段时间通电后，水同

样会变混浊。一台电解仪的成本在1000元左

右，而对外售价则是成本的10倍。

  据了解，今年以来，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

队牵头各刑侦部门成立打击养老诈骗专项工

作组，深入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行动以来，上海公安机关已累计破获养老诈骗

案件270起，打掉犯罪团伙11个，抓获犯罪嫌疑

人234人，追赃挽损3.74亿元。

  “从发案类型来看，以销售、投资养老产品

为名实施诈骗数量较多，以提供养老服务，开

展养老帮扶、代办养老保险等名义实施诈骗也

时有发生。”刑侦总队办案民警介绍，针对此类

情况，上海警方聚焦重点地区、重点案件、重点

人员开展主动摸排，加强梳理分析，对养老诈

骗违法犯罪线索开展全面核查，注重核查反

馈，对高发警情及时预警介入。

  在上海检察机关，有13家基层检察院已经

设立老年人专业化办案组，由专门办案组或指

定检察官专业化办理涉老犯罪案件，有机融合

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运

用“四合一”工作模式，加强多部门协作配合，

凝聚司法保护工作合力。

  对于因犯罪侵害导致老年被害人人身或

者财产遭受重大损害，出现生活困难的，检察

机关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积极帮助被害人

解决实际困难。

  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公、检、法、司各单位

目前均已通过“两微一端”等官方政务平台，开

通“打击防范养老诈骗”专题宣传栏。微视频、

情景剧、漫画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普法形式，

正从上海政法机关走向千家万户，成为申城市

民随处可见的反诈宝典。

  在线上宣传创新之外，检察官、法官们深

入基层开展针对老年人的社区反诈宣传、防骗

法律咨询，落实送法进社区。公安民警结合反

诈集中宣传月活动进社区、进公园、进超市、进

家门，提高市民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营造全民参与、全民知晓的浓厚氛围。司法所

携手律师进社区，为居委会干部上好防骗宣传

课，切实守牢小区入口关。

养老诈骗套路多危害大 上海政法机关有力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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