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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惩治诈骗犯罪
□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曾黎

　　

　　从一起涉案金额6万余元的销售侵犯他

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案入手，警方经缜密

侦查，顺藤摸瓜，打掉隐藏在深圳、东莞、莆田

等地的制假工厂4个，销售、批发网店5家。近

日，江西省芦溪县公安局破获一起涉案金额

高达8000余万元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0人，斩断多条生

产、制作、销售、运输假冒服饰商品的黑灰产

业链条。

　　今年6月，芦溪县公安局在与芦溪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行刑衔接过程中，收到一条移送的线

索：辖区群众举报一家名为“××直邮”的网店

销售假冒“卓雅JORYA”品牌服饰。

　　经核查并通过商标持有人“卓雅JORYA”

服饰公司鉴定，警方认定该网店销售的服饰为

假冒商品。随后，民警开展深挖细查，发现该网

店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涉案金额6万

余元。

　　6月19日，芦溪县公安局依法对该案进行立

案侦查。警方从网店“××直邮”入手，顺线深

挖，发现该网店店主程某同时在网上经营多家

店铺，并销售大量假冒“卓雅JORYA”品牌的服

饰。经初步核查，交易金额逾千万元。

　　警方经综合分析梳理，发现该案还有上游

利益链条以及位于多地的制假工厂。至此，一个

跨省制售假品牌服装的多人团伙浮出水面。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案情复杂、涉案人员众

多、涉地广泛，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

侦查工作。

　　为全面掌握和摸清违法犯罪事实，实现全

链条打击，专案组紧盯“信息流”“资金流”“物

流”展开侦查，多次赶赴福建、广东等地调查取

证，掌握了制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生产及加

工、储存窝点，摸清了制售假冒品牌服装违法犯

罪行为的全过程。

　　警方侦查发现，为躲避打击，该团伙将销

售、生产、储存、发货地分别设在福建、广东等

多个地市。其中，犯罪嫌疑人程某等人在福建

经营多家网上店铺，负责假冒品牌服饰的销售

接单；犯罪嫌疑人雷某等人在广东经营多家服

装厂，负责假冒服装的生产；犯罪嫌疑人陈某

则在其加工厂对假冒服装进行贴标换标，并负责打印快递单以及揽

货发货。

　　8月初，芦溪县公安局组织警力，分别前往福建、广东等地，对假冒

服装的销售窝点、生产窝点、加工窝点开展同步收网行动，抓获嫌疑人

30余名，现场查获假冒“卓雅JORYA”品牌服饰3000余件及假冒商标6万

个，扣押货值约150万元，打掉制假工厂2个，销售及批发网店5家，涉案

价值8000余万元。

　　随后，芦溪公安组织警力对案件进一步深挖，又抓获犯罪嫌疑人2

人，打掉制假工厂2个，斩断多条制售假冒品牌服装链条，实现了“打源

头、端窝点、催网络、断链条、查流向”的打击目标。

　　截至目前，该案已有12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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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张海燕 通讯员刘琦 网购平台上一家自

称“品牌代理”的店铺，以八折出售某知名品牌商品，低廉的价格和有求

必应的进货服务吸引了大量顾客。谁曾想“品牌代理”实为“雌雄大盗”，

所谓进货就是在该知名品牌的店铺内大肆盗窃。近日，上海市公安局浦

东分局将两名盗窃嫌疑人抓获。

　　8月13日，上海浦东前滩地区一家商场内的某知名品牌店铺工作人

员清点货物时，发现少了几件衣物，随即向浦东公安分局前滩派出所报

警称遭遇了盗窃，案值数百元。调阅公共视频后，民警很快发现了一对

“雌雄大盗”的身影，一路循线追踪顺利掌握了两人的去向，在其住处将

两人抓捕归案。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曾在该品牌的店铺内工作，因与店长发

生不愉快而离职，于是便想要报复对方。

　　刘某某熟知店内购物流程，也清楚店内技防设施的“死角”。于是，

刘某某与妻子左某某利用家里留存的该品牌包装袋，避过公共视频从

店内顺利偷走了一些衣物。

　　一次事成后，二人发现此举可行，便起了贪念。走遍了该品牌在

上海的各个店铺，从几件到数百件，他们的“进货式”盗窃日渐疯狂。

眼见家里的货物越堆越多，他们又突发奇想开起了网店自称“品牌代

理”，以八折价格出售该品牌的商品，只要顾客有所要求，他们便会趁

着周末节假日逛店、挑选、盗窃、打包、邮寄，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

案发。

　　截至案发，刘某某、左某某两人已在网上销售被盗物品1700余件，

非法牟利26万元，而他们家中堆积的未出售的被盗物品多达1400余件，

店家初步估计价值20余万元。目前，两人因涉嫌盗窃被浦东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雌雄大盗”线下偷商品网上卖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封某、陆某利用某银行网银的漏洞，非法窃

取储户资料，企图盗刷银行卡内资金。近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件，二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

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2022年7月以来，封某、陆某发现多省某银行网银的漏洞，伙同他人

利用该网银的漏洞，越权访问并窃取储户资料，随后挑选疑似赌博网站

涉案银行卡，通过拨打银行预留手机号，挑选出预留手机号码为空号及

系联通公司手机号的银行卡信息，通过多次输错密码进行锁定，企图盗

刷该银行卡的钱。

  民警将几人抓获，现场查获该团伙用于作案的电脑3台，经公安局

公共信息网络安全部门对陆某、封某等人租用的网络服务器中电子数

据进行检查统计，发现其中包含多省银行银行卡信息数据共计600余万

条、用户信息数据200余万条，可形成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完整关联的数

据逾百万组。通过对该团伙使用的WPS账号的共享协作平台进行在线

提取、统计，发现其中包含的银行卡号类公民个人信息140万余条，包含

身份证号码类公民个人信息24万余条，其中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能形

成一对一关联数据为22万余组。

　　法院经审理认为，封某、陆某侵入多省某银行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获

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封某、陆某还侵害了众多不特定自然人的合

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两人因非法窃取储户资料获刑

  本报讯 记者刘中全 见习记者张美欣 近

日，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叶赫派出所民

警远赴河南郑州，抓获17名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

件犯罪嫌疑人。

　　6月13日，叶赫派出所抓获一名冒充公职人员

进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据孙某某交代，为

迷惑他人，他在网上购买了伪造的人民警察证和

相关公文，以此诈骗他人共计60余万元。

　　派出所高度重视该线索，立即安排民警开展

前期摸排。经查，河南郑州籍男子陈某经营的广告

公司存在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的犯罪行为。

　　前期侦查完毕后，叶赫派出所将案件进展

及时向分局进行汇报，办案民警奔赴河南郑州

将陈某抓获，现场扣押其犯罪所用台式电脑5

台、笔记本电脑3台、手机8部及伪造国家机关证

件实物10余份。当日前来上班的员工张某某、刘

某某被当场一并抓获。后经民警电话沟通，另有

3名员工主动投案自首。

　　经讯问，陈某等人如实供述，公司通过某App

接收买家下单，按照买家需求伪造电子版的国家

机关公文和证件，随后对接某制卡公司进行纸质

版制作，由制卡公司邮寄给买家。

　　抓捕小组循线深挖，对该制卡公司展开调查，

很快获悉该公司的地址及法定代表人刘某的居住

地。民警实地侦查后发现，两处地点均无法放置机

器设备，不具备制卡条件。民警另辟蹊径，查询到

该公司给孙某某邮寄快递的地址为郑州市上街区

某地，考虑到该制卡公司具备大批量制作产品的

能力，邮寄快递的数量也会非常大，抓捕小组立即

行动，查找上街区集散快递的仓库点。

　　9月1日，某快递仓库工作人员确认，一名沈姓

女子每天16时至17时都会驾车来邮寄大量快递，

主要是卡片类物品。办案民警分别在仓库集散地

四周、出入口、快递安检口进行蹲守。当日18时30

分，正在邮寄快递的刘某被民警当场抓获，很快，

公司内部10名员工也陆续到案。民警现场收缴电

脑6台、手机6部和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40余份，另

有180余份未进行切割裁剪。

　　经审讯，以上17名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17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落网

从涉诈案件揪出“黄金洗钱”团伙
淄博公安现场查扣黄金20千克

□ 本报记者   李娜

□ 本报通讯员 张艳 于德忠

　　

　　将诈骗资金转入一家珠宝行，然后在珠宝行

购买黄金后再转卖变现……山东省淄博市公安

局周村分局在深挖一起诈骗案件过程中，发现一

个利用黄金洗钱的不法团伙。经过半年努力，周

村公安于近日打掉该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

打掉洗钱金行2家，查扣黄金20千克，总涉案价值

逾亿元。

  今年年初，周村居民周小红（化名）来到周村

公安分局报案，称自己在一名网友的引诱下，先

后在一个网站上投资19万元，现发现资金无法提

现取出，怀疑遭受了诈骗，遂报案。

  接案后，周村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迅速立

案，并立刻组织民警对案件开展侦查工作。通

过对涉案资金进行追踪，民警发现受害人的大

量被骗资金被转入两家注册地在广东省深圳

市的珠宝行，之后该珠宝行用这笔资金购买了

大量黄金。

　　涉诈款为什么要购买成黄金？这两家珠宝

行，是进行正常的珠宝交易，还是从事非法勾

当？针对这些疑问，民警对这两家珠宝行展开

调查。

　　民警发现，两家珠宝行的法定代表人都是陈

大力（化名），在深圳市某一珠宝城内有一个售卖

黄金的档口。通过调取该珠宝行的交易明细，民

警发现这两家珠宝行除接受了周小红被诈骗款

外，还有全国各地被骗赃款转入该账户后被悉数

用来购买黄金，交易金额巨大。民警据此推定，该

商户存在通过买卖黄金帮助他人洗钱的重大

嫌疑。

　　获悉线索后，周村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展

开扩线追踪，一举将陈大力抓获。经审讯，陈

大力交代，2022年12月，一名叫纪通（化名）

的男子来到他的店铺购买黄金，并与他签

订了黄金买卖合同，约定先收钱后给货，

但要他保证优先、快速地提供黄金。

　　面对高额提成，陈大力同意了。签

订合同当天，纪通就将3100余万元转入陈大力经

营的珠宝行账户中，由陈大力兑换成77千克黄金

交付给纪通。同时，陈大力还主动交代，今年2月

初，另一名叫洪武（化名）的男子，用同样的方式

购买了32千克黄金。

　　侦查人员在获取该线索后，迅速确认了纪通

和洪武二人的真实身份。经查，二人皆为广东人，

常年无固定工作，并且是一起寻衅滋事案件中的

同案嫌疑人。“这说明两人相互认识。”侦查人员

初步判断，二人应该系诈骗团伙雇佣的一线“车

手”“炮灰”人员，背后是一个有组织构架的利用

买卖黄金洗钱的团伙。

　　纪通、洪武购买的黄金去了哪里？他们背后

还隐藏着多少涉案人员？专案组决定“放长线钓

大鱼”，继续跟进深挖。

　　专案组通过进一步追踪研判，发现纪通、洪

武二人在购买黄金后，将黄金带至珠宝城一楼交

给了前来接应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即所谓的

“二线”人员，他在拿到黄金后，迅速来到珠宝商

城外通往地下车库的楼道内，随即失去踪迹。这

时，民警发现一条重要线索：纪通、洪武、接应男

子出现在珠宝城时，手中都会拿着一个黄色的帆

布包。

　　几天后，专案组民警通过对整个珠宝交易商

城进行视频追踪，发现另有两名男子提着一样的

黄色帆布包出现在了珠宝商城地下车库的监控

内。二人在一片监控盲区待了一段时间，再出现

在画面中时手上的帆布包已经不见了。民警随后

确认了二人身份，判断这二人应该是将黄金带到

珠宝商城卖出变现的“三线”人员。

　　为将团伙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专案组出动

警力30余名，连续5次前往广东。调查过程中，警

方又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至此，初步掌握了该

“黄金洗钱”团伙的人员架构及洗钱流程。

　　据介绍，该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各负

其责，由“一线”人员前往商户购买黄金，之后将

黄金带至商场一楼交给楼外第二级接应人员，

“二线”人员拿到黄金后，将黄金带至珠宝商城

地下车库的监控盲区交给第三级接应人员，再

由“三线”人员将黄金带到珠宝商城的一家贵金

属投资有限公司卖出变现，兑换成虚拟币转移

到境外。

　　查明团伙的组织构架后，周村公安分局组成

12人抓捕组赶至深圳，当天就在黄金交易市场，

将购买黄金后正在进行二级交接的一、二级人员

纪通等4人抓获，现场查获黄金20千克，价值800余

万元。之后，又有4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至此，

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利用黄金进行对电诈

赃款进行洗钱的犯罪团伙被周村警方一网打尽。

目前，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

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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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伙通过仿冒“公众号”骗取银行贷款
　　本报讯 记者罗莎莎 通讯员石君乔

章建 提交工作信息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

况，通过审核就能申请贷款……一款本是

方便群众贷款的银行产品却被某些别有用

心的人盯上，精心设计“剧本”、安排“道

具”、培训“演员”，骗取千万余元银行贷款

并瓜分。近日，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洗钱罪对梁某、薛

某某等人提起公诉，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

审理中。

　　2021年7月，某银行发现40余笔逾期未

还的贷款，遂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

在办理该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发现

其中多人存在贷款诈骗嫌疑，经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发现梁某、薛某某等一伙人员

在无锡市多次实施贷款诈骗行为，有重大

作案嫌疑。

　　原来，在2020年年底，梁某与薛某某联

系后，合谋计划以冒用工作单位、编造虚假

信息的方式诈骗银行贷款。其间，梁某安排

薛某某实地了解情况，得知两家银行各有

面向特定工作群体的消费贷款，只需提供

本地工作信息和公积金缴存情况，审核通

过即可申请最高30万元的贷款额度。2021

年1月，梁某委托黄某等人（另案处理）制作

仿冒公积金“公众号”，纠集中介人员（另案

处理）寻找借款人，伪造借款人虚假工作信

息、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并录入仿冒的“公

众号”后台。

　　有了“剧本”和“道具”，梁某等人又招来

“演员”，指导其背熟虚假身份、操作假冒“公

众号”，带领借款人至银行办理贷款后分成。

截至案发，该团伙已流窜于全国20余个省份，

如法炮制骗取贷款，待银行发现坏账欲联系

借款人时，他们早已“失联”。

　　经审查，25%至30%左右的贷款金额

由梁某等人取得，经中介层层分成，借款

人仅能分得30%或更少。在办案过程中，

承办检察官发现了一个规律：每笔贷款到

账后，都会立刻转到借款人其他银行卡

内，再通过取现或多次转账转移走，这种

行为存在洗钱嫌疑。

　　经进一步核实大量的银行资金流水记

录、与反洗钱专家联席会商，结合犯罪嫌疑

人供述，检察机关认定梁某等人转账、取现

等行为符合将违法收入通过各种手段使其

在形式上合法化，有洗钱犯罪重大嫌疑。经

审查，2021年1月至3月间，犯罪嫌疑人梁

某、薛某某使用虚假程序，安排借款人赵某

等人，以虚假的公积金缴存信息至无锡市

两家银行共申请消费信用贷款38笔，骗得

1070万余元，已造成银行损失1063万余元，

检察机关以涉嫌上述罪名对梁某、薛某某

等人提起公诉。

“免费皮肤”把银行卡里的钱全套走了
一团伙瞄准青少年群体实施诈骗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马金顺

□ 本报通讯员 白强强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公安局打掉一

个以青少年群体为目标、用赠送游戏皮肤为幌

子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破获系列电信网络诈

骗案1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涉案金额50余

万元。

　　7月25日，靖边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称其

孩子小何近日受“游戏高手”邀约，与另外3人一

起组队玩某手游，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飞书”

App进行屏幕共享，以手机号、银行卡、身份证信

息换取了“免费皮肤”，但后来发现绑定的银行

卡里的6万余元全部不见了。

　　接报后，办案民警立即展开调查。经查，玩

游戏过程中，“游戏高手”利用小何的手机号等

信息注册某购物平台账号，通过屏幕共享获得

登录验证码，将其绑定银行卡里的6万余元全部

购买了银行纪念币，并快递邮寄至某地。经查，

快递已到达湖南省长沙市和江西省上饶市两

地，但快递所留信息均为虚拟信息。

　　办案民警兵分两路，立即赶赴长沙和上饶开

展侦查。警方在长沙通过调取快递驿站附近的监

控，发现一名身着外卖服的男子取走了快递，但该

男子佩戴口罩和头盔，无法获得具体人员信息。

　　民警查看监控录像发现，该“外卖骑手”并

未骑乘电动车直达驿站，而是通过乘坐出租车

到达驿站附近，几分钟后步行至驿站取货。民警

顺藤摸瓜，与当地警方对接，通过监控视频，最

终锁定嫌疑人团伙。经查，该团伙在长沙某银行

将纪念币兑换成现金后，即驾车前往浙江嘉兴。

　　为了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专案组民警立

即赶往嘉兴，与当地警方会合后全力开展侦查，

确认团伙大体位置。最后，通过外卖订单确定了

嫌疑人的具体地址。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民警将该团

伙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谢某等3人先后在广西、

四川、陕西等地共实施诈骗作案10余起，涉案总

金额5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刘某因

涉嫌诈骗罪已被靖边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梁某为未成年人，因未到刑事责任年龄，被靖边

县公安局批评教育后由家长带回严加管教。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 本报通讯员 代龙超

　　

　　“多亏警官几个月白天黑夜连轴转地工作，

终于在几个月后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并且

追回了全部被骗钱财……”近日，海南省公安厅

海岸警察总队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对海口市公

安局龙华分局长堤海岸派出所办案民警表示

感谢。

　　今年5月初，市民李女士在其丈夫的陪同

下，来到长堤海岸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所谓的

“大师”骗走了近20万元。

　　据李女士描述，其孩子因为经常头疼，平时

都会去一家养生会馆做理疗，久而久之，她与养

生会馆的老板姚某成了朋友。一次，姚某告诉李

女士，其认识一名外地的“风水大师”，李女士孩

子头疼的事，可以请“大师”看看。

　　在姚某的介绍下，李女士带着孩子在姚某

家中见到了“大师”。“大师”了解李女士的来意

后，便示意李女士的孩子来到自己跟前，托起孩

子的手，闭上眼睛，口中念起“咒语”。过了几分

钟，“大师”缓缓睁开了眼睛，说要在第二天“设

坛”给孩子看病。

　　第二天，按照约定，李女士带着孩子来到姚

某家。“大师”设好坛后，先是让李女士单独进入

房间，告诉李女士，孩子头疼是因为有“东西”在

孩子的身上，需要做“法事”来清除，不然就会出

现摔断腿、出车祸等灾殃。李女士感到十分害

怕，便与“大师”确认好做“法事”的方法和价格。

　　李女士接着问“大师”能不能也帮其丈夫看

看，其丈夫经常失眠。“大师”向李女士要了其丈

夫的“生辰八字”，称其丈夫情况更为严重，甚至

“魂魄都丢了”，有生命危险，同样需要做“法事”

化解。

　　经过商讨，“大师”向李女士收取“法事”费

用共计199999.13元，还特意叮嘱，不能将这件事

跟任何人提起，否则将“不灵验了”。

　　随后，李女士背着丈夫高利息网贷20万元，

并通过多次转账，将这笔钱转给了“大师”。

　　今年春节，李女士的丈夫从侧面了解到妻

子做“法事”的经过，怀疑被骗，于是来到派出所

报案。

　　经过研判，警方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王某

和姚某，王某就是李女士所说的“大师”。办案民

警通过大量的走访和侦查，掌握了王某和姚某

合伙诈骗的确凿证据。

　　今年6月13日和7月2日，犯罪嫌疑人姚某和

王某相继被传唤至长堤海岸派出所接受调查。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姚某承认了其实施诈骗的

犯罪事实。但王某始终否认其是在诈骗，还辩解

称涉案钱款是“咨询费”，以及为李女士“祈福”

的费用。但在确凿的证据下，警方依法对其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目前，犯罪嫌疑人姚某和王某涉嫌诈骗一

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已移送审查起诉。此

外，警方还为李女士追回了被诈骗的全部款项。

不法分子以“做法事”破财消灾为由行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