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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  超

□ 《法制与新闻》见习记者 王泽宇

□ 本报通讯员           杨宇雨

  “路过的朋友们，请帮忙投一票。”

  “嗯？这投票通道刚刚开放，怎么他的票数已

经这么高了？”

  “这质量也太差了，不是大家说的样子啊！”

  “这视频平淡无奇啊，怎么评论这么多？粉丝

数这么高？”

  帮投票、刷销量、给好评、涨粉丝，“网络水军”

可能正“潜伏”在你的身边。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山西省太原

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与晋源分局网安大队联合办

案，全链条打掉一个“网络水军”团伙，从投手、

中介到店铺、平台，四级操控，涉案金额超1800余

万元。

宝妈刷单引起网警注意

  精心翻看商家的销量、好评，怀着期待网购商

品，买回来却让人大跌眼镜。究竟是自己运气太差

还是要求太高？其实不然，这可能是遇到了“网络

水军”。

  今年3月，太原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在日常

巡查时发现，某聊天软件群内，招人刷单、投票、点

赞的广告猖獗，有不少人已经参与其中。

  民警顺着线索发现了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

区的居民付某霞，其正在为他人提供有偿转发、点

赞、评论等数据增长服务。

  在经过大量研判、摸排工作后，晋源分局网安

大队于3月21日在太原市某小区将付某霞抓获，同

时在付某霞住处发现70余部手机、2部同步控

制器。

  据付某霞交代，因为平时要照顾2个孩子，

没时间外出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有次无意中

在“宝妈群”里看到刷量控评业务，自己便心

动了。

  从2023年5月开始，付某霞通过网络接单，开

展有偿“转评赞”业务。前期她只是用父母等家人

手机操作，后面为扩大收入，她先后购置了70余部

手机，注册了200多个社交账号，专门用来有偿点

赞、投票。

  为了方便操控，付某霞又专门买了2部同步控

制器，而1部控制器就可操控36部手机，只要用鼠

标点两下，所有工作就可以轻松完成。

  据了解，截至案发时，付某霞已接1万余单，非

法获利3万余元。

  可如此多的业务究竟从何而来？

  办案民警敏锐地意识到，付某霞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更大“网络水军”团

伙，付某霞只是其中最基础的一名“投手”，是给付费用户“转评赞”的基础

一环。

  案情重大，太原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和晋源分局网安大队立即组织精干警

力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抓获中介上线另有其人

  循着付某霞身上的相关线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李某刚进入民警的

视线。

  经侦查，民警发现付某霞所有操作的业务，基本上出自李某刚发送的相关

链接。民警由此断定，李某刚就是付某霞的“上线”。

  通过前期的摸排，民警找到了李某刚与其妻子、孩子的共同居住地。然而

让民警担忧的情况出现了——— 李某刚“不见了”。

  民警在李某刚居住小区蹲守了几天，发现只有其妻子与孩子出现，并没有

发现李某刚的身影。通过调取小区监控视频，民警发现李某刚在3月22日最后

一次与妻子孩子共同出现在小区内，而后再无踪迹。

  李某刚会不会是听到“风声”跑了？

  追寻李某刚的行程轨迹，经过分析研判，办案民警又找到了李某刚曾经居

住过的老房子。

  3月26日晚上，等候多时的民警发现，李某刚老房子的灯亮了，窗户上出现

一个清晰的男子身影。

  3月27日6时，在蹲守一夜过后，早上刚出门的李某刚被警方成功抓获。

  据李某刚供述，2019年，他从社交群接触到此类业务时，就动起了歪

脑筋，充当起“中介”角色。“上线”派单下来，他就建群、找“投手”，让大家

在群里抢单，自己每票或每赞抽0 . 0 1元至0 . 0 2元，而后再向“投手”结算

报酬。

  如果李某刚只是“中介”，说明“上线”还是另有其人。

  顺着李某刚的线索，专案组民警继续顺藤摸瓜。居住在陕西省韩城市的徐

某和李某群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必须将两人一击即中。”专案组民警在固定电子证据

的同时，针对徐某和李某群的生活轨迹，分两组展开侦查。

  4月10日，在前期研判、摸排的情况下，办案民警兵分3路，同时从徐某住

处、李某群住处及工作室破门而入，将2人及所有证据全部控制。

开设151家店铺招揽业务

  据调查，从2023年3月起，徐某与李某群在某购物平台注册了一家店铺，专

门开展网络刷单、投票业务，并办理了营业执照。不久后，购物平台发现该工作

室无物流信息，且交易涉嫌违法，便将其封禁。但2人不死心，开始采取“买店

铺”的方式，继续进行此类业务。

  据2人交代，他们以300元一套的价格，从该平台先后开设了151家店铺，专

门用来在线招揽业务。而揽回的业务只有约10%在徐某和李某群手中，剩余大

部分都分给了湖南省祁阳市以周某诚为首的一个团伙。

  接收到相关线索后，4月18日，民警奔赴湖南省祁阳市。

  找到周某诚团伙的窝点后，民警发现，周某诚团伙都是半夜工作，白天睡

觉。蹲守2天后，民警于4月20日将周某诚等4人一举抓获，当场查扣作案手机、

电脑等200余部。

  经查，2022年，周某诚从长沙某软件培训学校毕业，在自己掌握相应技术

的基础上，动起了非法牟利的歪脑筋。

  他在湖南祁阳某小区一房屋内建立“刷量刷粉刷评”工作室，通过购买系

统程序、租用服务器，搭建并运营起网站“某路发”平台，有偿为多个境内外社

交软件用户提供点赞、转发、投票、关注、评论等服务。

  同时周某诚还在网站采取交纳会员年费的方式发展会员制度，实现扩大

接单规模的目的。直至案发时，周某诚的这一网站分站已达数百个，经营数额

也已超1500万元，获利金额100余万元。

  2023年8月，为了扩大盈利，周某诚高薪招募自己当年的同学陈某升当技

术人员，陈某新、周某坤为业务人员，搭建并运营起“某亿社区”“某亿平台”“某

亿自营站”3个接单、做单平台，揽接有偿“转评赞”业务。

  据办案民警介绍，虽然周某诚运营的平台只做批发业务，但供货商、买家

涉及全国多个省市，规模巨大。

  截至案发时，上述3个接单、做单平台累计营业额超300万元，累计获利超

60万元。

  至此，这个通过网络接单、有偿刷量控评的全链条“网络水军”团伙被成功

打掉。

  目前，8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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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先行 司法监督 完善执法 能动履职

内蒙古以法治之力修复“一方绿”

□ 本报记者     史万森

□ 本报见习记者 郭君怡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南北朝的《敕勒歌》生动描述了北疆草

原上的勃勃生机。如今，这样的景色在城市中

也能欣赏到。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位于内蒙古包

头市的赛汗塔拉城中草原，只见这里绿草如

茵、天蓝如海，四道沙河穿行而过。

  这“一方绿”的呈现，离不开包头相关部门

的积极作为。为保护好万亩草原，包头出台并

适时修订《包头市赛汗塔拉城中草原保护条

例》，加强立法保护与司法监督。

  内蒙古草原分为8大类，21个亚类，476个

型，占全国草原地类的44%，植物种类多达

2781种，基本草原面积7.3亿亩。由于地理位置

优越、风景独特，这块“风水宝地”曾被一些不

良商人和不法分子盯上。为此，内蒙古自治区

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协同发力、密切配合，全面

推进依法治草护草，严厉打击破坏草原行为，

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夯实了法

治基础。

  目前，自治区各地草原生态、牧民生活、畜

牧业发展全面向好。2023年，自治区草原植被

覆盖度达45%，较2000年提高15%，草原退化趋

势得到有效遏制。

完善配套法规建设

草原放牧二者兼顾

  内蒙古自治区虽然草原面积辽阔，但由于

长期以来对草原重利用、轻保护，重索取、轻投

入，部分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过牧，加之不法

分子对草原上野生植物药材非法采挖，破坏了

区域原有的生态平衡，采挖形成的坑洞更加剧

了草原沙化退化，自治区90%草原出现不同程

度的退化。

  2022年，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

察发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矿山开采长期无序发展，近3万亩草原遭违法

开矿和侵占，使原本生态就脆弱的荒漠半荒漠

草原遭受严重破坏。

  自治区也曾围绕森林督查疑似图斑和草

原变化图斑现地核查，发现临占逾期、矿山企

业非法占用林地草原现象严重。

  为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中的突出问题，自治

区先后出台《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条

例》《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实施意见》《内

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等地方

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持之以恒推行草原休

养生息，大力推进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草原

生态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2023年，自治区还制定出台了《内蒙古自

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

例》，对草原生态修复保护进行专章规定，明确

要求严格执行基本草原保护和草畜平衡、禁牧

休牧制度，坚决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草原区

规划矿产资源开发项目，严格控制在生态保护

红线外草原区规划建设新的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扩大露天开采区域。

  立法先行为草原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

法治基础。数据显示，2023年，全区草原过牧预

警面积较上年减少1496万亩。

  因草而生、因草而兴，内蒙古还是国家重

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牛羊肉、奶制品等产品

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全区1.4亿头（只）牲畜要

吃饭，草原也要保护，二者如何兼顾？

  为此，自治区林草局积极推进全区草产业

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羊草产业发展规划

（2023-2030）》《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

单》等多项支持政策。

  据统计，2023年，全区草种繁育基地面积

达26.5万亩，人工饲草种植2172 .9万亩，草产

业链产值达802.1亿元，有效缓解了天然草原

放牧压力。

创新推出委托执法

遏制破坏草原行为

  作为草原资源大省，内蒙古林草部门面

临着执法范围大、案件类型复杂、执法任务

重的现实问题。记者了解到，2021年，随着草

原监督管理机构的撤销，林草部门执法力量

短缺的问题进一步凸显，林草行政执法出现

了“空窗期”。

  行政执法体制与林草资源保护需求不相

适应的矛盾该如何破解？

  2023年10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地方森

林公安机关在授权期限内，行使林业和草原行

政处罚权，明确了授权事项、森林公安与林草

部门共同执法事项及保留林草部门事项，有效

解决了林草行政执法工作责任不清、衔接不

畅、工作效率不高、案件办理不及时不到位等

突出问题。

  自治区林草局行政执法处负责人李新峰

介绍，为进一步解决林草执法力量不足的问

题，今年4月，自治区林草局将部分执法权委托

督查保障中心、工作总站、保护总站、种苗总站

4家局直属事业单位行使。目前，委托执法工作

已完成了公布和备案等法定程序，50余名执法

人员已通过相关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培训

和考试。

  “在学习其他省区经验的基础上，我们

与自治区司法厅多次沟通，共同寻找相关法

律依据，确保林草执法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

上运行。”李新峰说，委托执法不仅是自治区

林草执法队伍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也为各盟

市、旗县下一步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做

法，对进一步理顺林草执法机制具有重要

意义。

  呼伦贝尔市公安机关依托“草原110”等

平台，建立了平安义警队伍，并在草原核心

区建立了草原警务站，成立了“海东青骑警”

等特色巡防队伍，共同打击破坏草原违法犯

罪行为。

  兴安盟采取公安机关派驻林草部门协

作办公模式，形成了公安主动服务保障、部

门联动、群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打防管

控一体化”全领域生态警务工作机制，有效

解决了当地林草行政执法能力不足、处罚案

件不及时不到位导致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

  鄂尔多斯市公安机关不断健全完善“林草

警长”和“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

模式，与市林长办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联

席会议机制、线索移送机制、办案协作机制和

联合督导机制，推动形成了公安机关全面参

与、责任部门协调联动的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

展新格局，坚持上游下游一起打、源头末端一

起查，对违法犯罪行为查深查透、精准打击。

  随着草原执法力度的增强，大规模毁草开

垦、随意征占用草原情况得到有效遏制，牧民

保护草原的意愿也不断增强。

  为保持天然草原牧草产量与

放牧饲养牲畜数量的动态平衡，减轻天然

草场放牧压力，当地牧民在放牧期将自家牧场

划分区域，一部分用来放牧，一部分打草，次年

再依次轮换，缓解草畜矛盾，同时严格按照草

场面积饲养相应数量的牲畜，控制牲畜数量，

达到草畜平衡科学调配，使草原生态资源得到

了有效恢复，实现草畜平衡。

  此外，由于不同动物食用植物种类不同，

搭配放牧更有利于发挥草场的容载量，当地牧

民群众积极响应号召，多样化养殖牲畜，为畜

牧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阿鲁科尔沁草原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

旗东部，这里至今恪守着按时休牧轮牧的游牧

习俗。夏季到来后，2000余户牧民赶着约15万头

（只）牲畜，从冬营地出发到夏季草场安营扎寨。

  与牧民们一同忙碌的，还有阿鲁科尔沁旗

公安局巴彦温都尔派出所敖特尔警务室的民

警，他们提前对转场期间必经的三条线路巡线

排查，对辖区内草原、自然保护地等重点地域

开展巡逻防控工作，利用网格管理法细化管理

地域，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引导牧民群众自愿

加入巡护队伍。

探索联动执法机制

促进草原持续发展

  被告刘某、杜某、王某承担生态服务功能

损失以及草原修复费用共计20余万元……近

日，一起在草原内盗挖及收购野生芍药的案

件，随着法官的宣判尘埃落定，不仅有效震慑

了非法破坏草原行为，也向社会传递出“损害

环境依法担责”的理念。

  野生芍药是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近

年来，受利益驱使，盗挖野生芍药日益猖獗，不

法分子利用特制工具在草原上盗挖野生芍药，

每挖取一株芍药就会形成一个坑穴，极易造成

草原沙化，对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

坏。而非法收购野生芍药的行为直接导致自然

生长地野生芍药种群数量减少。

  “非法收购者和采集组织者的主观恶性更

深，应当严厉打击。”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庭负责人吴学东向记者介绍，

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

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的规定，

判处非法收购者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款。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自治区各级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坚持以办案为中心，能动履职，

持续以司法之力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

  作为草原保护协作统一行动的主场，锡林

郭勒盟检察机关聚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草原

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构建起草原保护法律监

督模型，充分发挥乌兰牧骑公益诉讼队的宣传

优势，形成以草原生态预防性保护为核心的检

察工作格局。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针对非法采

挖草原药用植物案频发多发的问题，畅通检行

机关线索移送，向锡林郭勒盟林草局和案件多

发地区制发检察建议，推动锡林浩特市、阿巴

嘎旗等5个地区开展打击非法采挖草原药用植

物专项活动。

  在西乌珠穆沁旗某煤矿破坏生态环境案

中，锡

盟检察分

院在企业拖延

履行治理修复义务

的情况下，以诉的形

式督促政府发挥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监管职责，启

动代履行程序，对非法露天

采矿破坏的6210亩草原进行修

复治理。截至2023年底，共投入

治理资金1亿元，回填土方量1104

万立方米，遭到破坏的矿山地质环

境基本治理完毕。

  “209国道由四子王旗去往赛汉的

路上，有个可以供人休息的小憩站，可

是旁边堆了很多垃圾和死羊，不仅污染

周围草原的生态环境，而且影响了小憩站

的休息功能。”2023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右旗人民检察院向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

人民检察院移送了一条公益诉讼案件

线索。

  四子王旗检察院立即对案发地周边环

境污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在公开听证

会上向相关行政单位送达了行政公益诉讼检

察建议，并全程监督生态恢复履职情况。不到

1个月，该小憩站周围的环境得到整治，草原生

态进一步恢复。

  四子王旗总面积2.55万平方公里，有104公

里的国境线，草场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开阔，拥

有“神舟家园”的美誉。当地检察机关打造“检

察蓝护卫神舟草原绿”工作品牌，利用无人机

对全旗242块草原林地共计20652亩的违法破

坏图斑进行现场勘查摸排，督促有关部门对13

户牧户超载放牧行为责令整改，每半年跟进

一次图斑恢复情况。两年时间从摸排到恢复，

两万余亩的违法破坏图斑已恢复1.6万余亩。

  内蒙古自然资源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琬乔观察到，自治区近年来不断探索多

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大司法惩处力度，不

仅展现出自治区保护草原的坚决态度，还

切实促进了草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将来还可以拓展多元化违法处罚机

制，在落实草原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

基础上，构建‘生态诚信’企业查询公示

系统；加大对破坏草原案件的侦办和诉

讼力度，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

广泛开展跨区域司法协作。”刘琬乔说，

与此同时开展常态化法治宣传工作，

提升群众草原保护意识，让群众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以法治之力守住草

原保护红线。

  牧民敖日格勒夫妇对此有深

切感受，“许许多多和我们一样

的农牧民，正在用自己的方法

守护着这片草原。草原在一

天天变好，我们的日子也

一天比一天幸福”。

漫画/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