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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检察建议，力促寄递渠道安全监管

结合前期调研情况，并听取有
关监管部门的意见后，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2020 年 4 月 30 日，四川省
检察院就加强寄递领域禁毒监督
管理工作，向省邮政管理局发出该
院当年第 1 号检察建议；成都、攀枝
花、德阳、雅安等地检察机关也向
当地邮政、交通等部门及相关企业
制发检察建议，形成合力推进寄递
行业安全治理的“雁阵”之势。

“省检察院从加强监管、强化
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建立健全新型
寄递模式的监管机制、强化对寄递
企业的执法检查和责任倒查等四
个方面提出四点建议，并将 5 个不
同类型的寄递毒品犯罪案例作为
附件，以增强检察建议的说理性。”
四川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检察建议发出后，省
检察院多次会同省邮政管理局共
商对策，持续协调推进检察建议的
落实工作。

2020 年 11 月，省检察院与省邮
政管理局、省公安厅会签《加强协

作配合防范打击寄递渠道毒品犯
罪的意见》，推动实现对寄递渠道
毒品犯罪“全链条”惩处。

四川省检察院将调研报告、检
察建议及相关举措报告最高检。最
高检于 2021 年 10 月向国家邮政局
发出加强寄递渠道安全监管的“七
号检察建议”。

四川作为先行省份之一，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以更强力度、更实
措施推进“七号检察建议”持续落
地落实。2020 年以来，四川省检察
机关共对 163 件寄递毒品犯罪案件
提起公诉，强化对该类案件的法律
监督，对新型毒品及新兴寄递模式
犯罪依法从重从快打击。

该省邮政管理系统在全省开展
为期三年的打击非法寄递涉毒物品
专项整治行动，2020 年至今年上半
年 ，共 检 查 1.6 万 余 次 ，检 查 企 业
6800 余家，立案查处非法寄递毒品
案件 70余起，共处罚金近百万元；查
处违反收寄验视、实名收寄等行为
140余起，共处罚金 130余万元。

针对检察机关提出加强“技防”
手段这一具体建议，四川省邮政管
理局加快智能化监管建设进程。截
至目前，已组建邮政业安全中心 10
个，覆盖 7 个市。“当前，我们还正在
积极推进寄递渠道安全监管‘绿盾’
工程，运用实名收寄系统、视频巡查
系统、安检机联网系统，加强涉毒涉
爆风险监测预警，通过智能化、信息
化手段，实施从收寄、运输、分拣、投
递的全过程监管。”四川省邮政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四川检、邮两家定
期召开联席会，强化履职配合，推
动溯源治理，通过普法讲座、庭审
直播、“快递员夜校”等形式，提高
从业人员的安全主体责任意识、毒
品 等 违 禁 品 辨 别 防 范 能 力 。据 统
计，检察人员应邀开展寄递安全法
律知识培训近 200 场，邀请寄递从
业人员旁听庭审 50 余次。各地检察
机关会同邮政管理等部门对相关
企业实地走访 121 次，提出改进监
管意见，督促寄递点规范化运营。

从个案到类案，开启从“治罪”到“治理”的新思路

抓寄递渠道的安全监管和治
理，四川检察机关的探索始于 2019
年，并始终努力争当“排头兵”。

四川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
察官司朝回忆起当时办理的一起
毒 品 犯 罪 案 件 ：李 某 、廖 某 长 期
通 过 网 络 联 系 毒 品 买 家 ，再 预 约
快 递 人 员 上 门 取 件 ，通 过 邮 寄 方
式先后贩卖甲基苯丙胺及甲基苯
丙 胺 片 剂 共 计 3387.27 克 。2017 年
1 月 ，乐 山 公 安 机 关 将 二 人 抓 获 ，
并从廖某承租的商铺内查获尚未
出 售 的 甲 基 苯 丙 胺 904.81 克 。乐
山 市 检 察 院 以 涉 嫌 贩 卖 、运 输 毒
品 罪 对 李 某 、廖 某 提 起 公 诉 。一
审 法 院 分 别 判 处 李 某 、廖 某 死 刑
和 死 刑 ，缓 期 二 年 执 行 ；被 告 人
上 诉 后 ，二 审 法 院 维 持 了 这 一 判

决。
“我们在二审办案时注意到一

个细节，李某、廖某长期、多次使用
他人身份证进行寄件，致使大量毒
品流入社会，这折射出一些快递从
业人员未审核寄件人信息与身份
证是否一致，因身份查验制度落实
不到位，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
机。”司朝说，“经过梳理类案发现，
寄递渠道被犯罪分子利用贩卖、运
输毒品并非个案。”

经对 2017 年至 2019 年四川省
检察机关办理的毒品犯罪案件进
行分析发现，寄递毒品犯罪案件
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在毒品犯
罪 案 件 中 所 占 比 重 也 有 所 增 长 ，
有 20 余家寄递企业出现包裹中被
查出毒品的情况。该省检察院第

二 检 察 部 发 现 ， 通 过 邮 政 寄 递 ，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毒品
交易方式正在逐渐减少，“人货分
离”“钱货分流”等不见面方式明
显增加。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
和虚假身份通过寄递渠道交付毒
品 ， 从 而 完 成 远 距 离 、 高 频 率 、
大批量的毒品交易。

如何实现“办理一案、治理
一片”的法律监督效果，2019 年
12 月，四川省检察院成立专题调
研组，对 246 件利用寄递渠道实施
毒品犯罪的案件逐一分析，并深
入 相 关 部 门 、 寄 递 企 业 走 访 座
谈，深挖背后的治理短板，商讨
治理之策。

实名收寄、收寄验视和过机
安 检 “ 三 项 制 度 ” 执 行 不 到 位 、
从业人员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不
强、新型寄递模式监管滞后等问
题浮出水面……2020 年初，一份
近 4000 字的调研报告列明了问题
清 单 ， 为 法 律 监 督 发 挥 “ 撬 动 ”
作用，推动更高质量解决寄递安
全监管问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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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加入QQ群

现如今，微信、QQ 等社交软件已经成为很多
人手机中的标配软件。为了加强隐私保护，人们都
会给这些软件设置密码，有的还故意将密码搞得
很复杂，时间久了，难免会把密码忘得一干二净。
此外，微信、QQ 被盗用现象也屡见不鲜。

遇到这样的烦心事怎么办？相信很多人都会自
然地想到向网络求助。而一旦这样操作，就有可能掉
入潜伏于网络中的一些不法分子设计好的陷阱里。

2021 年 7 月初，河南安阳的吴某因忘记微信密
码，便在某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咨询找回密码的
方法，结果被人骗了钱。被骗后，吴某竟然脑洞大
开，揣摩出了对方的诈骗套路，并决定用这个办法
去骗别人。

2021 年 7 月 21 日傍晚，吴某登录某视频平台，
搜索“微信密码”等关键词，随后逐个点开搜索到
的视频，并浏览视频发布者个人空间里的资料。很
快，吴某发现了一则咨询如何找回微信密码的视
频，并确认视频发布者小杨是个 13 岁左右的孩子，
于是决定对其下手。

随后，吴某通过私信与小杨联系，称可以帮助
他找回微信密码，并让小杨将自己要找回的微信
头像、昵称等相关信息发给他，然后用一款软件 PS
出了一个微信头像，再将头像截图发给小杨，谎称
微信已找回，但必须用大人的微信进行验证。

小杨信以为真，立即向妈妈要了手机回到自
己房间。吴某随即给小杨发送了一个收款二维码，
并让小杨输入他编的一组数字，称这是找回密码
的“验证码”。小杨不知是计，一一照办，很快便将
妈妈微信账户里的 2 万元转给了吴某。后法院以诈
骗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可别以为这种诈骗手段只能骗孩子，事实上，
成人被骗的也不在少数，吴某本身也是被骗者。分
析吴某的诈骗过程不难发现，吴某在确定对谁实
施诈骗时，依据的关键线索正是被骗者自己公开
发布的相关信息。

很多人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的日常动
态，如晒房子、晒购物、晒旅游、晒家人，可谓生活
中的方方面面无不涉及。殊不知，时间久了，自己
的生活状态和轨迹就会在网络上暴露无遗。对于
诈骗分子来说，这些信息就可能成为他们实施诈
骗的重要依据。

在 此 向 大 家 提 个 醒 ，网 络 时
代，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在晒各
类日常的时候，务必隐去那些敏
感、隐私的个人信息，防止被不法
分子利用，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本期坐堂 张士海）

防“晒”

守护“小包裹”里的“大安全”
四川检察机关持续能动履职四川检察机关持续能动履职，，推动寄递渠道安全监管与治理推动寄递渠道安全监管与治理

□本报记者 曹颖频 通讯员 李敏 胥倩 季学萍

187.96 克毒品藏在剁辣椒、豆瓣酱包裹里，通过邮寄方式跨省贩毒；2.5 克冰毒分装在 70 支笔芯中，通过寄递从
境外走私入境……近年来，四川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随着寄递行业的迅猛发展，一些不法人员利用网购方便
快捷、寄递渠道隐蔽等特点，采取“网络+寄递”形式实施违法犯罪的活动及案件量大幅攀升。

在四川，每天大约有 2000 余万件快递包裹穿行在大街小巷。如何立足检察职能，依法惩治寄递渠道的违法犯
罪，四川省检察机关采取“抓前端、治未病”的工作思路，持续推进落实“七号检察建议”，与邮政、公安等多部门加强
协作形成治理合力，全力保护“小包裹”里的“大安全”。

班 某 在 网 上 购 买 无 缝 钢 管 、
射钉器、钢珠、枪托、射钉枪配
件管套等枪支配件及弹药，并使
用锯条制作“枪支”。“经鉴定，该自
制‘枪支’以火药燃烧为动力，能够
发射非制式弹药，应认定为枪支。”
2021 年 11 月 30 日，四川省九寨沟
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制造枪支罪
对 班 某 提 起 公 诉 ， 班 某 当 庭 认
罪，后法院判处班某有期徒刑二
年六个月，缓刑三年。

在推进“七号检察建议”落实
的过程中，类似案例均得到依法办
理。“防范惩治寄递渠道毒品违法
犯罪是寄递安全治理的重要部分，
但不是全部。我们积极拓展检察
监督的深度、横向协作的广度，推
动将寄递安全监管从毒品扩大到
违禁品，探索强化内外协作的全域
立体治理路径。”四川省检察院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七号检察建议”下发以来，该
省三级检察院联合寄递行业主管

部门召开落实工作部署会 142 次、
调 研 座 谈 会 128 次 ，会 同 法 院 、公
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及
快递企业召开联席会议 130 余次，
与国安、禁毒、治安、反恐、海关缉
私、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建立寄递违
禁品违法犯罪线索移送机制和案
件信息通报反馈机制，先后出台 33
个工作机制、22 件规范性文件。比
如，宜宾市检察院与市禁毒办加强
联 系 ，参 与 制 定 打 击“ 互 联 网 +寄
递”涉毒团伙、处罚违规违法寄递
物 流 企 业 等 专 项 行 动 工 作 方 案 。
广安市广安区侦查监督与协作配
合办公室与广安分局物流警务室
建 立“ 月 通 报 物 流 寄 递 信 息 ”制
度。宝兴、汉源、古蔺、叙永等地检
察院主动对接当地交通、公安等执
法部门，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机制畅通。安岳县检察院积
极争取人大、政协的支持，推动完
善“检邮通”工作机制，筑牢寄递渠
道安全屏障。

针对不法分子利用同城送达、
网约车等途径或智能快递柜暂存
功能，实现违禁品“交付”等寄递新
业态监管盲区问题，全省检察机关
在对 18 件利用智能快递柜贩运违
禁品案件依法提起公诉的同时，省
检察院督促省邮政管理局严格落
实实名注册制，加强相关电子数据
的保管和移送等，推动堵塞行业安
全漏洞，推动智能快递柜等新业态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检察建
议，我们依法将服务站、智能快递
柜等纳入监管范围，要求企业全流
程风险排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新
业态寄递违禁品。”四川省邮政管
理局一名负责人透露。

据统计，“七号检察建议”制发
以来，四川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寄递
毒品、枪支弹药爆炸物、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等刑事案件 124 件，同时
办 理 民 事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17
件，对寄递渠道违法犯罪实现全面
治理。

不断深化拓展，构建寄递渠道全域立体治理新格局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快递人
员小王（化名）收到荣县禁毒办奖励
的 5000 元奖金时感到有些意外。

2020 年 9 月，小王在对一份包
裹进行检查验视时发现，收寄的鞋
子和牛仔裤包裹内均有用锡箔纸包
裹的白色晶体状物品，怀疑系毒品，
便立即报警。荣县公安局民警赶赴
现场查扣了 6 袋共净重 30 克的甲基
苯丙胺，并根据小王提供的信息抓
获寄件人陈某。经检察机关依法起
诉，陈某被以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 2万元。

“除了从严惩治毒品犯罪分子，
严防寄递渠道被利用，我们还积极
向相关部门通报快递人员主动举报
行为，建议按照 《举报毒品违法犯
罪奖励办法》 给予奖励。”四川省检
察院第二检察部负责人表示，“寄递
企业及一线揽收人员是守护寄递渠
道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快递人员严
格执行收寄验视等相关规范，配合
侦破犯罪，应当得到社会的良好评
价。落实相关奖励制度，也有利于
调动从业人员及公众的积极性。”

积力所举，则无不胜。今年 6月，
四川省检察院联合省公安厅、省邮政
管理局下发《关于依法严厉打击寄递
违禁品违法犯罪通告》，张贴在全省 3
万余个寄递网点。围绕落实“七号检
察建议”，该省检察机关以“检邮同
心·禁毒同行”为主题，面向企业和社
会公众提供“订单式”精准普法活动，
覆盖寄递企业近 2000家、群众近 200
万人。在宣传期间，成都、资阳等地均
收到快递人员主动举报的寄递渠道
违法线索。百余名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应邀参
加各级检察机关组织的宣传活动，对
检察机关推进寄递安全治理工作表
示支持和肯定。

“经过两年多努力，全省利用寄
递渠道实施毒品犯罪的高发态势得
到明显遏制，今年上半年，寄递毒品
犯罪案件受理数同比下降 36.6%，涉
案区域从 15 个市下降至 6 个市，寄
递安全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日
前，在四川省检察院与省邮政管理
局联合召开的“防范惩治寄递渠道
毒品违法犯罪”新闻发布会上，该省
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七号
检察建议”制发以来，四川省检察机
关交出的一份亮眼成绩单。

“2020 年，我受邀参加了省检察
院关于加强寄递领域禁毒监督管理
工作检察建议书的公开送达活动，
今年又受邀参加省检察院、省邮政
管理局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切
实感受到了检邮协作在推动加强和
完善寄递安全监管、促进寄递安全
问题治理所做的努力和成效。”全国
人大代表、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一级巡视员罗良娟深有体会地说，

“‘七号检察建议’不仅推动了源头
治理和行业自律，并且通过正面宣
传引导，凝聚社会更多力量参与寄
递行业监督治理。”

传邮万里，国脉所系。“我们清
醒地认识到，要没完没了抓实最高
检的各项检察建议，既重依法打击、
治‘ 已 病 ’，又 重 前 端 治 理 、治‘ 未
病’，切实担负起为大局服务、为人
民司法的检察担当。”四川省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冯键表示。

聚合民心众智，打造共建共治格局

围绕落实“七号检察建议”，四川省检察机关开展了精准普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