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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运喜 陈凯强

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尤其是来源不
明、材料劣质的烟草制品，其生产不受
监管、制造成本低、加工环境差，有害物
质含量往往超出真烟数十倍。可有人为
了挣“快钱”过好日子，低价购入假烟
后，再高价卖出牟利，导致假烟流向多
地。日前，经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
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 65万元。

乡村超市发现售假窝点

“硬中华、软中华、黄金叶，不管什
么牌子、什么档次的烟都有，说是内部
渠道拿的，价格优惠……”2022 年 6 月，
镇江市丹徒区烟草专卖部门接到举报，
称村里有家超市贩卖假烟。顺着该线
索，执法人员在杨某（另案处理）经营的
超市内查获 12 个品种 209 条来历不明
的卷烟。

这些卷烟来自哪里？到底是真是
假？据村民说，这家超市卖的中华烟才
20 多元一包，价格很划算。这些卷烟包
装精美，仿真度高，一般消费者从包装
上难以分辨真假。江苏省烟草质量监督
检测站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现场查获
的卷烟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于是，公安机关迅速联合烟草专卖

部门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民警调查发
现，这家销售假烟的超市的货源均由一
个微信昵称为“胖子”的男子提供。根据
超市经营者杨某提供的线索，民警迅速
对“胖子”展开侦查。2022 年 8 月，侦查
人员将福建籍男子陈某抓获归案。在陈
某租赁的房屋和汽车后备厢内，民警还
现场查获假烟 50余条。

微信里留下蛛丝马迹

陈某由于体型健硕，圈内绰号“胖
子”。他 30 岁出头，小学毕业后一直在
广东、福建一带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
嗜 赌 成 性 ，陈 某 生 活 常 常 入 不 敷 出 。
2019 年 10 月，他从牌友口中得知，销售
假烟投资小、利润高，一年能挣几十万
元。“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卖假烟的，
一开始在广东东莞卖，2022 年由于疫
情原因就跑到江苏无锡卖了。”第一次
讯问时，陈某神情自若，侃侃而谈，但当
民警问起其售卖假烟数目及假烟流向
时，陈某却以“时间久了，记不清楚”为
由闭口不谈。

由于该案牵涉的人财物较为复杂，
且社会影响面广、关注度高，丹徒区检察
院受邀提前介入。“陈某接受过假烟贩卖
团伙的培训，反侦查意识非常强，货品多
是大众喜欢的畅销烟。商户在网上下单
并付款后，陈某便送货上门。货品不转
手、也不储藏，快进快销，犯罪嫌疑人又
拒不交代全部犯罪事实，这加大了办案
难度……”2022年 10月，在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以及烟草专卖部门联席会上，公
安机关介绍了案件办理情况。

“陈某没有固定职业，但微信、支付
宝账户却经常收到大量汇款。他经常驾

车出去送货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围绕
陈某的收款情况、对外联络及活动情况，
经进一步调查，办案人员很快从陈某的
微信收藏中发现了端倪：“一打开就能看
到他收藏了数十个标注有‘荣盛店’‘小
李店’字样的地图位置，我们推断这些可
能就是陈某经常派送假烟的地点。”

根据这一线索，经多次走访排查，
侦查机关最终找到 30 余家购买陈某假
烟的商店，查获伪劣卷烟 2350 余条。收
集好相关转账记录和证人证言后，原本
在案证据认定的犯罪数额从不足 50 万
元追加到 128万余元。

打破拒不认罪僵局

2022 年 11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
送至丹徒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我没有
去过，不记得了”“他们记错了，那烟不
是我的”……面对检察官的讯问，陈某
对于售卖假烟的犯罪事实三缄其口，拒
不认罪，企图逃脱法律制裁。

如何突破陈某的心理防线成了摆在
承办检察官面前的一道难题。再次查阅
其生活背景后，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可
以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打
破僵局。“你如果继续拒不认罪，将失去
从轻处理的机会，若按照目前的在案证

据判刑，你从监狱出来后，将错过你女儿
整个成长的过程。”在检察官的释法说理
下，陈某表示愿意认罪认罚。

陈某交代，为了能赚钱，他在没有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从
上线处购买了大量假冒伪劣卷烟，利用
手机微信宣传售卖。“我出售的价格比
烟草公司出售的便宜很多，如硬中华烟
市场价 420 元一条，我也就卖 150 元一
条，而我的进价只有 120元一条，我从中
赚些差价。”经查，2019年 5月至 2022年
8月，陈某辗转于江苏无锡、常州、镇江、
扬州等地销售假烟 1.4 万余条，销售金
额达 128万余元，违法所得 14.6万余元。

“陈某出售的假烟涉及品牌多达
30 余种。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
售、进出口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
专卖许可制度。陈某未取得烟草专卖
许可，违反国家产品质量管理规定，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其行为同时涉嫌销
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非法经营罪。依照司法解释，
应 按 照 处 罚 较 重 的 罪 名 定 罪 处 罚 。”
2022 年 12 月，检察机关以陈某涉嫌销
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法院采纳了
检 察 机 关 指 控 的 犯 罪 事 实 和 量 刑 建
议，考虑到陈某自愿认罪认罚，对其从
轻处理，并作出上述判决。

从微信收藏中
找到办案突破口

本报讯（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宋瑶
瑶）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无危
险废物防渗措施，13 人违法收售废机
油 2000 余 吨 ，造 成 沿 黄 河 流 域 共 计
1000 余立方米土壤被污染。日前，山东
省齐河县检察院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对

13人提起公诉。该案目前正在审理中。
“非法收油你们管吗？王某非法收

油存放在院子里，地上都是脏乎乎的
油罐子和黑油印子。”2022 年 5 月，德
州市生态环境局齐河分局接到信访举
报。执法人员到该院落检查发现，院

内摆有大小油桶 40 余个、废机油滤芯
17 袋及大储油罐 3 个，院落挖有存放
废矿物油渣的土坑，现场清出沾染废
矿物油的土壤 33 袋。经专业机构进行
鉴定，该处院落内的黑色油状固体废
物属于有毒物质，王某已涉嫌污染环
境犯罪。同年 6 月，生态环境局将该
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由于案件复杂、涉及面广、社会
影响大，公安机关在抓获王某后，邀
请齐河县检察院提前介入。在检察机
关引导下，公安机关在固定王某犯罪
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挖细查，查获
王某的上线高某等人的犯罪事实。“高
某知道我没有资质，他让我用他的资
质收油，他再加价收购。”经查，高某
在明知王某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情
况下，非法委托王某收购废机油。王
某则驾驶自行加装挡板改装的货车，
到各个汽修厂收废机油，并拉至储油
窝点倒入大型储油罐贮存，之后再由
高某等人去储油窝点拉油。此外，另
由张某负责沟通废机油价格、记账转
账等事项。随后，公安机关根据张某

的账本进一步侦破李某金、李某唐等
9 人在无任何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情
况下，受高某委托，用同样方法，在
济南、德州等地众多汽修厂收购废机
油后，分别放置于自家或者租赁的院
落内进行储存等待出售，均达 100 吨
以上，情节严重。

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为进一步
完善证据链条，齐河县检察院建议公
安机关继续补充移交下线汽修厂出售
废机油的有关证据。公安机关根据王
某等人的微信付款记录，进一步查到
涉案汽修厂 50 余家，目前公安机关仍
在追查中。

该案造成济南、德州沿黄区县 8
处环境被污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了
侵害，齐河县检察院决定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为确定环境污染造
成的损失和修复费用，该院联合环保
部门确定第三方修复公司，并协调有
关 部 门 对 8 个 环 境 污 染 现 场 进 行 勘
验 ， 最 终 估 算 出 受 污 染 土 壤 面 积 超
1000 余立方米。

今年 1 月 30 日，齐河县检察院组织
召开公开听证会，涉案汽修厂经营者表
示自愿认罪认罚、积极对造成的生态损
害进行赔偿。目前，生态损害赔偿金已
提存到齐河县专门设置的生态修复基
金账户中，用作环境修复。

目前，生态修复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中。

非法收购存放废机油2000余吨
13人被公诉

本报讯（记者刘 立 新 通讯员卢 洪
涛 张雨农） 11 年前，李某伙同他人盗
窃后携款潜逃，同案犯当场被抓却拒不交
代同伙，从此李某销声匿迹。不料想，一件
蓝色秋衣上的 DNA 锁定了李某……

2012 年，家住河南省鹤壁市鹤山区的
王某驱车来到银行取出 32 万元现金。王某
将现金用手提袋装好后放到后备厢，随即
驾车来到位于鹤山区的工地。随后，王某从
后备厢拿出 20万元，用于生意合作。

王某没有想到，从他开车驶离银行的
那一刻起，一辆摩托车就已经悄悄跟了过
来。摩托车上的两人正是赵某和李某，他们
已在濮阳完成了 3起汽车后备厢盗窃。

只见赵某、李某二人一个在轿车旁徘
徊，一个坐在轿车正对面的修车摊旁。他们
密切关注着王某的一举一动。王某谈妥生意
后，将 14 万元当场交付给对方，剩下的 6 万
元放回后备厢，随后锁车离开。20 分钟后，
估摸着王某已经走远，赵某使用特制工具撬
开轿车后备厢偷走装有 18万元现金的手提
袋，李某骑摩托车接应，二人迅速逃离。

王某的轿车装有报警装置，就在后备
厢被撬开的一瞬间，警铃大作，赵某、李某
盗窃财物的行为被当场发现。王某的哥哥
就在附近，见弟弟车子被盗，立马上前追
赶。赵某、李某没跑多久，车胎便爆了，二人
翻倒在地。李某一把抄起掉在地上的手提
袋弃车而逃，赵某则被当场抓住。

在讯问中，赵某拒不交代同伙。从遗留
在现场的摩托车上，警方除了提取到赵某
的指纹和 DNA 外，还从工具箱内的一件蓝
色秋衣上检测出另一名男子的 DNA，该男
子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在全国 DNA 数据
库中，并没有成功比对出符合条件的人选。

2013 年，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赵某有期
徒刑八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而与赵某共
同实施盗窃的同案犯和 18 万元的涉案款
究竟在哪儿，警方仍无法查明。

2017 年，李某因盗窃电动三轮车被濮
阳警方刑事拘留，后被取保候审。这一次，
警方采集了李某的指纹和 DNA 并收录到
数据库中。经比对，警方终于锁定李某就是
当 年 那 件 蓝 色 秋 衣 的 主 人 ，2012 年 的 案
件，李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审讯后，李某担心自己和赵某盗窃的
事情败露，于是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潜逃，
直到 2021 年 12 月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李
某到案后，在其第一次供述时承认 2012 年
的犯罪事实。当年的修车摊老板也指认李
某就是当时坐在他摊位旁边的年轻人。

2022 年 7 月，该案移送至鹤山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同年 10 月，法院以盗窃罪判
处李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
李某提出上诉，辩称自己只是案发前骑过
赵某的摩托车，蓝色秋衣就是那时落在了
工具箱里。

检察机关认为，一件蓝色秋衣确实不
能证明李某案发时就在现场，但是其第一
次供述提到的王某车辆颜色、赵某驾乘的
摩托车颜色、成捆现金装在白色手提袋内，
以及他和赵某的偷车地、翻车地等细节，与
证人证言、银行门口监控拍到的二人骑车
跟随王某车辆的视频等证据均能相互印
证，当时在场的修车摊老板也能够准确指
认李某，这足以说明案发时李某就在现场。
此外，本案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均指向一
致，可以排除合理怀疑。

日前，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李某的上诉，
维持原判。

蓝色秋衣上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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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春元

近来，多款知名 App 因高灵敏性的“摇一摇”广告遭到
用户诟病。据《南方都市报》4 月 23 日报道，在记者选取的
12 款头中部 App 中，发现均带有“摇一摇”开屏广告功能，
其中 10 款 App 较易触发“摇一摇”广告，仅 4 款 App 提供关
闭“摇一摇”功能选项。

“ 弹 窗 类 ”开 屏 广 告 大 幅 减 少 ，很 大 程 度 上 得 益 于
2021 年 7 月工信部对 App 开屏弹窗关不掉等问题开展的
整治行动。可现在，“摇一摇”开屏广告又开始大量出
现。据一位从业者称，采取“摇一摇”的方式，交互成本比
较低，能够以此提升开屏广告的点击率，从而保住平台收
入。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相比“弹”出来的，“摇”出来的
广告更令手机用户不胜其烦。今年 2 月，因不满多次被迫
触发 App“摇一摇”开屏广告，武汉大学一学生将一家公司
告上法庭。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该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受
到了侵犯。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9 条规定，消费者有权自主
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
何一项服务。这意味着，消费者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行为
必须是自愿的，不必以经营者的意愿为自己的意志。但
在多款手机 App 上，用户仅仅因走路、跑步、按任意键等动
作，就可能面临一顿广告“输出”，而且还很难关掉。

自主选择权受侵害的消费者，当然不仅仅是那位起
诉的大学生。所以，针对“摇一摇”等新形态的手机开屏
广告，统一的规范与监管工作必不可少。即将于 5 月起施
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发布互联网广
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
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
广告 、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等五种情形。“确保一键关
闭”，可谓抓住了规制 App 广告扰民的把手，期待随着《办
法》落实落地，手机上“关不掉的广告”越来越少。

不容忽视的是，随着互联网和手机技术飞速发展，
App 广告花样不断翻新，给手机用户带来新的烦恼——
如“弹窗类”广告两三年内变身成了“摇一摇”广告就是其
一。因此，除了“一键关闭”，必要的时候，也应考虑将“一
键同意”设为广告推送的门槛。所谓“一键同意”，是指
App 广告在推送之前，先要经过用户的明确一键许可。给
手机广告推送者设置这道门槛并非多此一举：首先，消费
者的自主选择权，本来就包括接受或不接受广告推送服
务的选择权。未经手机用户同意就向其推送广告，严格
地说同样侵犯其自主选择权，有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规定。其次，“摇一摇”这种未经同意就推送的“霸王式”
广告，只看“点击量”不顾宣传效果，如果任其发展，也是
对广告主的不负责任，有必要严格规制。

不管是“弹”来的还是“摇”来的广告，若能将“一键同
意”与“一键关闭”相结合，让“启”与“止”两道“阀门”都掌握在手机用户手里，将在
很大程度上确保 App广告治理效果，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有望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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