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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翟崎宇

  “现拍现发，即刻打包。”

  近日，有群众举报，有人通过网络平台直播

销售烟花爆竹，视频显示他们在面积几百平方

米的仓库里进行售卖打包，可能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湖南省怀化市警方核查后发现，该直播场

地位于某市场，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时，3名直播

人员正在进行直播销售，现场摆放了少量烟花

爆竹，没有任何证照，属于典型的网上非法销售

烟花爆竹。

  目前，3名直播人员、所涉店铺已被立案查

处，涉嫌非法运输车辆被扣留，所有收缴的烟花

爆竹已转运至安全的场所。

  年关将近，不少人准备通过燃放烟花爆竹

迎接新春佳节。然而，绚烂的烟花背后，却有着

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

日调查发现，从一个月前，部分烟花爆竹售卖者

开始利用“朋友圈”、直播间或短视频等多种方

式售卖烟花爆竹，更有甚者直接用私家车“送货

上门”或者让消费者开私家车“自提”，而存放烟

花爆竹的地方多是居民楼或是住宅。

  受访专家认为，上述行为涉嫌违规销售烟

花爆竹，随意储存、私家车运输烟花爆竹不仅违

法，而且存在巨大安全隐患。运输过程中的颠

簸、碰撞、挤压极易引发烟花爆竹爆燃、爆炸，造

成事故。实践中，相关部门应对违规销售、运输、

储存烟花爆竹乱象进行严厉打击。

“朋友圈”里直播间内

烟花爆竹成热卖商品

  “迷你加特林来啦！69元2支，188型的，女孩

子也可以hold住的那种，过年可以约上朋友一起

玩，很有氛围感！”

  在一名为“年货专场”的账号“朋友圈”

里，陕西西安市民董女士看到这样一条信息。

顺着下方购买链接点进去，董女士发现是一

家名为“节日礼品特卖专场”的网络电商平台

店铺，领取50元优惠券后，链接自动跳转至一

款名为“个性定制福装饰小礼品节日用品礼

物”的商品页面，价格为119元，用了优惠券后

刚好对应上“朋友圈”文案的69元。该款商品销

量达到6000+。

  “页面除了一个福字装饰的图案什么也没

有，商品详情页也没有任何信息。如果不是看到

了‘朋友圈’文案点进来，完全不知道这卖的是

什么商品。”董女士说，该账号“朋友圈”内有不

少烟花广告，基本都是通过“朋友圈”引流至电

商平台下单。

  值得注意的是，据董女士说，该商家发货地

址显示湖北黄石，但她地址选在陕西西安后显

示“可购买”。询问商家后，对方回复称“能拍就

能送”。“烟花爆竹可以通过快递邮寄吗？”董女

士不禁发出疑问。

  在“朋友圈”发布烟花爆竹广告的并非个

例。前几天，天津大学生小刘收到一个网名为

“A.瑶瑶”的“好友申请”，添加好友后小刘看到，

其“朋友圈”里有大量烟花爆竹的售卖广告，此

外还有倒卖演唱会门票、出售各种食品礼盒的

信息。

  记者随后添加“A.瑶瑶”，了解到其不是专

门卖烟花爆竹的，也没有经营许可证。面对记者

询问，她直言不讳地说：“卖这个就是赶个热度，

跟中秋节卖月饼、端午节卖粽子一样。等过完年

也就不卖了。只卖给这账号上的好友哪需要什

么许可证。”

  直播间也成了烟花商贩的“卖场”。1月8日

晚10点，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现了一个“与

众不同”的直播间——— 账号名为“万英花炮”的

主播在直播间展示着各种各样的烟花爆竹。直

播间背景墙上张贴了多张用A4纸打印的宣传

语：“加盟的，进货的，关注私信主播。”

  直播间内，氛围如烟花一般“火热”。在线人

数有2000余人，直播间的镜头大多数时间都是固

定地对着展示烟花爆竹。主播在镜头后介绍着

烟花价格、购买方法、店铺地址等。

  记者在该直播间发现的烟花爆竹种类有数

十种，“炮打白牡丹2.2元一个”“震天雷2元一个”

“精致双响1.5元一个”“网红加特林只需29元”。

对于价格问题，主播还说：“离得近买得多，价格

还能再低。”

  记者查看其主页发现，此账号从2023年11月

23日起，每天直播时间都达到了1小时以上，近3

天的直播时间更是长达8小时。直播间的观看总

数多达89万。

  除了直播，此账号也经常发布短视频，大多

数是展示烟花点燃后的样子配以动感的音乐。

截至1月8日，此账号共发布短视频46个，直播50

场，200人的粉丝群也已满员。视频、直播、群聊

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 售卖烟花爆竹。

账号粉丝近10万。

  同一时间段，记者浏览时还发现同平台另

外两个直播间在卖烟花爆竹，“话术”也和“万英

花炮”相差不大。

  在另一短视频平台，记者检索“烟花”后，弹

出温馨提示：请从正规销售点购买合规烟花爆

竹，注意燃放规定及安全。但当记者点选“直播”

页面发现，多个直播间均在售卖烟花爆竹，甚至

有主播直接打出了“哪都可卖”的字样吸引

观众。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

任郑宁告诉记者，《互联网危险物品信息发布管

理规定》中明确，危险物品从业单位依法取得互

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或者办理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后，可以在

本单位网站发布危险物品信息。禁止个人在互

联网上发布危险物品信息。“卖家缺乏备案和相

关许可，禁止网上售卖烟花爆竹。”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代现峰

介绍，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国家

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实行许可证制

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

营、运输烟花爆竹。此外，《互联网危险物品信息

发布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禁止危险物品从业

单位在本单位网站以外的互联网应用服务中发

布危险物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通常，“朋友

圈”中售卖的烟花爆竹为个人出售，出售者不具

有经营烟花爆竹的资质，即便出售者已经取得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其发布在本单位网站以

外的互联网应用服务中的销售信息同样违法。

因此，在“朋友圈”、直播间中违规发布的烟花爆

竹销售信息、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均属于违法

行为。

  代现峰补充道：“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证，违法售卖烟花爆竹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经

营罪，承担刑事责任。非法经营数额超过5万元，

或者违法所得超过1万元，就会达到非法经营罪

的入罪标准。”

不合规产品随意售卖

私家车运输送货上门

  值得注意的是，为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经

销、燃放环节的安全管理，各地有关部门根据国

家《烟花爆竹标志》《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文件，对一些种类的烟

花爆竹明确禁止销售和燃放。例如，《青岛市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中明确禁止销售和燃放

拉炮、摔炮、砸炮以及其他危险性较大的烟花

爆竹。

  翻阅禁止目录，几乎都可以看到“礼花弹”

这个名字。《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大

型焰火燃放划分为五级，礼花弹就位列其中。这

意味着，燃放一个礼花弹就属于大型焰火燃放，

燃放前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燃放时必须

由具有资质的专业燃放人员操作。

  然而，近日，在一名烟花爆竹商贩小李的

“朋友圈”里，记者看到了不少售卖礼花弹、“巨

炮”等烟花爆竹广告信息，有的甚至是一些没有

包装或介绍的“三无”产品。

  从展示的视频和图片上，记者看到，双响炮

最大的单个比240毫升的罐装饮料瓶身还大，而

“土炮”单个看上去则和胶棒差不多。

  “这类产品你只能在我这买到，因为药量超

标不让卖，所以我也是悄悄留了一点，有人确实

想买才会出一些，不是很熟的人都不会卖给

他。”小李告诉记者。

  郑宁提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写道，严格控制礼

花弹等高危产品生产。禁止生产药物敏感度高、

药量大、燃放无固定轨迹等危险性大的产品，淘

汰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产品。礼花弹生产、销售、

运输、燃放和进出口全过程实行严格管控。礼花

弹等A级产品由生产企业直接向经公安机关批

准燃放的单位销售或供出口。

  “一些商贩私自销售礼花弹等管控烟花，甚

至不合规的‘三无’烟花，应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元以上5000元

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如

果商贩本身并无任何许可证，任何种类的烟花

爆竹都不能销售。”郑宁说。

  记者调查发现，通过“朋友圈”“微商”购买

的烟花爆竹，有的卖家会包邮，通过快递物流

送货；还有的卖家为规避风险，甚至会开着私

家车提供送货上门服务。有卖家在与记者沟通

时直言：“卖了这么多年，都是私家车拉来拉

去，没出过事。”

  对此，代现峰直言，烟花爆竹经营者用私家

车运送烟花爆竹亦是违法行为。

  他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道路运

输烟花爆竹的行为作出了规定。首先，经由道

路运输烟花爆竹的，应当向运达地县级人民政

府公安部门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承运人从事

危险货物运输的资质证明；驾驶员、押运员从

事危险货物运输的资格证明；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的道路运输证明；托运人从事烟花爆竹生

产、经营的资质证明；烟花爆竹的购销合同及

运输烟花爆竹的种类、规格、数量等多个证明

材料。

  “烟花爆竹经营者用私家车运输烟花爆

竹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运输过程中的颠簸、

碰撞、挤压极易引发烟花爆竹爆燃、爆炸，造

成事故。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对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公

安部门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动，处1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

违法所得。此外，私家车非法运输烟花爆竹，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代现峰说。

违规储存有风险隐患

须定点销售限量购买

  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朋友圈”中发布广

告的商家，其储存烟花的地点多为民宅，而买家

购买之后一般直接拉到住宅或者居民楼储存。

这种情况或涉嫌违规储存烟花爆竹。

  近日，天津市警方在工作中获悉，辖区一住

宅内存有烟花爆竹。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

置，并在该住宅内查获了一批烟花爆竹，遂依法

将房主宋某传唤至派出所。经询问，宋某如实陈

述了自己在不具备储存烟花爆竹条件的住宅内

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并认识到非法

储存烟花爆竹对自己和他人的危害。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警方对宋某依法予以行政拘留15日，

并对宋某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依法予以收缴。

  代现峰介绍，烟花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

物品，应当在干燥、阴凉、通风良好的地方储存，

避免阳光直射或高温环境。烟花爆竹储存场所

的设置、管理与维护，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国

家、行业标准相关规定。居民楼或住宅区域人员

密集，环境复杂，不具备储存烟花爆竹的基本条

件。若储存不当，一旦遇到火源、热源、电源或者

受到撞击、摩擦等外力，就有可能发生自燃、爆

炸，引燃周围的可燃物，导致火势蔓延，危及居

民楼或者住宅的结构安全和人员安全，造成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私自储存烟花爆竹的法律后果，取决于储

存的数量、种类、场所、目的等因素。”代现峰说，

当在居民楼或住宅违法储存大量烟花爆竹时，

可能面临行政处罚，若烟花爆竹在储存中发生

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还须承担刑事责任。

  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烟花爆竹储存、售

卖、运输等全链条操作都存在不少安全隐患。那

么，该如何规制相关不法行为？

  代现峰说，对烟花爆竹储存、售卖、运输等

各个环节的规定集中见于《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主要包括许可证制度、限制销售、安全运

输等。他建议，烟花爆竹要定点销售、数量合理。

数量合理的销售点能有效减少个人开车购买行

为，从而降低安全风险。一次性购买要限量，对

超过一定数量的购买者需凭有效身份证并做好

登记。超过一定数量的烟花要禁止对未成年人

销售。烟花爆竹经营方应及时跟进当地烟花销

售相关政策，可将本区域的禁放或限放区域做

成宣传页赠送给购买者。政府可以将上述事项

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告知本区域的居民或进入

本区域的人员。

  “对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储存、运输等行为，

有关部门应严加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

时，鼓励广大群众对上述违规行为及时举报，防

患于未然。”郑宁说。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李娜

□ 本报通讯员 杨阳

　　

　　从一条手机验证码换一袋“免费洗衣粉”查起，查出

背后的地推式“吸粉引流”团伙。随后，顺线深挖，将一个

隐藏在背后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团伙全部抓获。

  近日，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公安局全链条打掉了

一个利用免费小礼品骗取老年人个人信息进行倒卖牟

利的不法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查扣涉案手机223

部，电脑主机7台，相关设备6台，涉案金额300余万元。

以免费礼品骗取信任

　　2023年8月，莒南县公安局在对日常电信网络诈骗

推送线索进行核查时发现，有不法团伙人员窜至大店

镇非法收集农村老年群众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并利用

其个人信息恶意注册网络账号进行贩卖，受害老年人

众多，已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经初步调查民警获悉，张某某等团伙7人于2023年

8月初结伙出现在大店镇多个社区村居，他们冒充某网

购平台工作人员，声称为平台做线下宣传推广，只需要

老年人用自己的手机收发一条短信证明自己确实参与

了活动，便可以免费领取一袋新品洗衣粉。

　　在骗取老年人信任后，他们当场将被骗老年人的

手机号发送到团伙聊天群内，由团伙工作室负责接收

手机号码的郭某某将被骗的老年人手机号迅速注册当

前使用率较高的网络平台账号，待被骗老年人的手机接

收到平台验证码后，张某某等人再将验证码迅速发给负

责接收操盘账号的郭某某。

　　通过初步研判与走访调查，莒南警方很快锁定一

个长期流窜于临沂市区及周边县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的不法团伙。

形成“一条龙”犯罪链

　　“实际上，犯罪嫌疑人哄骗老年人所说的活动反馈

短信，就是他们使用被骗老年人手机号码注册网络平

台账号的验证码。收到验证码后，在工作室负责操控汇

总的犯罪嫌疑人郭某某就会将新注册的网络账号在其

工作室的手机上进行登录，保持8天以上账号活跃状

态，然后转卖给上线非法牟利。”莒南县公安局大店派

出所所长崔海波介绍，被骗的这些老年人用的基本都

是老式按键手机，手机使用率低、警惕性弱，软件注册

成功率高。

　　莒南警方通过深查细挖案件线索，确定这是典型

的地推式“吸粉引流”团伙。据了解，扫码领礼品活动的

“工作人员”被称为“地推人员”，他们往往会在人流密

集的场所流动或摆摊设点进行所谓的活动推广，哄骗

受害群众用手机发送验证码注册账号来实现最终的

“引流”目标。

　　莒南县公安局网安大队通过进一步工作，及时锁

定了以张某某、郭某某、薛某某为骨干成员的团伙，他们组建以“地推人员”为主的

团队，带领“地推人员”窜至临沂市兰山区、河东区、罗庄区、莒南县、沂南县等县区

40余个村庄、社区开展“地推拉新”业务。通过骗取受害老年人信息注册各类软件

账号后进行非法贩卖，这些账号很快会流入网络黑灰产市场被犯罪分子利用。

　　结合数据研判和摸排调查的情况，莒南警方于2023年8月9日晚赴临沂市兰

山区，在团伙工作室内将郭某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

　　“有些老年人不懂手机操作，他们急着领洗衣粉图省事，会直接把手机交给

我们进行操作。完成后我们会迅速将手机上的短信删掉，销毁证据。”落网后，郭

某某对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如实交代了同案嫌疑人以

及上线正在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线索。

　　据郭某某交代，该团伙在成功注册各类网络平台账号后，会将每个账号以

120元至160元不等的价格贩卖给上线。警方在侦查中发现，这一团伙分工严密，

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形成了“一条龙”犯罪链条。

　　一台台老年人手机、一条条手机号码和验证码，公民的个人信息就这样进入了

“黑市”，再被层层买卖、使用获利，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张非常庞大的犯罪网络。

　　莒南县公安局党委委员、网安大队大队长高松山介绍：“‘地推拉新’属于诈

骗及网络黑灰产的前端，产业利益链条突出。不法分子主要利用网络犯罪，且逐

渐组织化、专业化，涉案人员地域分布广泛，作案时分工明确，易形成上游公民个

人信息收集、中游代理商倒卖、下游犯罪非法使用的黑色产业链。”

深挖实现全链条打击

　　为实现对该案的全链条打击，莒南县公安局抽调网安大队、大店派出所等单

位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对此案深度经营。

　　此案隐蔽性强、犯罪链条长、犯罪空间跨度大，专案民警始终强化信息搜集

研判，注重线上线下同步研判，侦查取证同步开展。一方面从郭某某等人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案入手，沿犯罪产业链向上游犯罪溯源，逐步打开工作局面。另一方

面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锁定重点职业人员，逐渐查清了该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层级关系及活动范围，一个以刘某某为首横跨全国多省

市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团伙浮出水面。

　　在掌握团伙犯罪事实及成员构架后，2023年8月份以来，通过深挖扩线，专案

组先后赴山东济宁、江苏淮安、山东临沂罗庄等地进行抓捕收网，抓获多名团伙

违法犯罪嫌疑人。同年12月1日，专案组赶赴临沂市沂水县将负责批量“接码收

号”的团伙主要成员刘某安抓获。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传统犯罪加快向互联网蔓延，电信诈骗、

网络赌博等网络犯罪已经实现全链条产业化，上下游的各个环节均有专业黑灰

产人员提供服务。”高松山说，个人信息泄露以后危害很大，犯罪嫌疑人会利用泄

露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的账号从事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经查，刘某安等人使用非法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6万多条，非法获利300多

万元。目前，该团伙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被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据了解，“净网2023”专项行动以来，莒南县公安局始终紧盯网络黑产链条中

的源头犯罪，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持

续开展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工作，有力维护了网络空间安全和社会

公共安全。

　　警方提醒，公民个人信息不是敛财工具，无论以何种手段非法获取或买卖公

民个人信息，都属违法犯罪行为。广大群众，特别是中老年人，不要相信“天上掉

馅饼”的骗局，要加强防范意识，注重个人信息的保护，遇到非法情况及时报警处

理。全社会合力从源头遏制个人信息泄露，筑好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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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圈’里能卖烟花吗？”近日，北京市民林女士反映，各种烟花爆竹在“朋友圈”、社交群里刷屏了。“朋友圈”烟花销售商大多以此引流至电商平台下单，

也有人直接在社交平台上“自助接单”。

  林女士细心观察后发现，这些卖家可能是无证经营。“问他们实体店地址，基本都顾左右而言他，强调是批发价，价格优惠。如果付款了，有些可以快递邮

寄，有些则需要自提，自提地点是某个小区外，到了打电话。”

  “爆竹声中一岁除”，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点燃烟花爆竹成了不少人心中的“年味儿”。然而，网上无证经营、违规售卖烟花、将烟花储存在居民楼等情况

时有发生，为社会安全增添了风险隐患。为此，记者围绕烟花销售、运输、储存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展开了调查。

商贩无资质 产品不合规 运输不合法

“朋友圈”售卖烟花爆竹风险隐患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