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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赵宙 苑芳 韩现辉

“说白了吧，我们就是‘钓鱼式’讹
钱。”敲诈团伙成员温某军、吉某辰、池某
康、黎某涛等人，在看守所里如实供述。

这个犯罪团伙由 10 人组成，成员最
大的 25岁，最小的 20岁，皆无业，均为河
北成安人。自 2023年 6月以来，该团伙经
过事先预谋，多次在河北临漳和成安县
内敲诈酒驾人员、勒索广告贴手。他们抓
住这些人自知理亏、不敢报警的心态，按
照事先分工，“黑脸”威胁报警，“红脸”规
劝私了，在恐吓“托”、和事“佬”的合伙围
猎下，被害人被迫破财免灾。一时间，“地
下执法队”在当地谈虎色变。

2024 年 11 月 24 日，该恶势力犯罪
团伙被宣判。近日，成安县检察院举办
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该恶势力犯罪
团伙查办情况，详细通报打掉该涉恶团
伙的经过。

凌晨时的“碰瓷”

制造交通事故劝对方“花钱免灾”

2023 年 6 月 4 日，对于河北邯郸某
国有公司的员工薛某来说可谓惊魂的
一天。这天下午，他来到成安县一家酒
店参加朋友聚会，席间相谈甚欢，推杯
换盏，不知不觉已是午夜。殊不知，他早
已被门外人盯上了。

这天夜里，温某军带领吉某辰、池
某康踩点，发现这家酒店门前停着多辆
汽车。3 人认定此处有“鱼”可钓，于是温
某军让吉某辰、池某康在此蹲守，让他
们选有派头的老板或者像公务员的人
下手，说完就到酒店楼上开房睡觉，静
候“佳音”。

到了凌晨 1 时，薛某驾车返程至一
岔路口时，“砰”的一声被一辆汽车撞上
来。接着那辆车上下来两个人，前面的
吉某辰敲着车窗斥责薛某：“小子胆够
肥的，喝了酒你还敢开车？”后面的池某
康则忙着打电话通知温某军“成了”。

很快，温某军驾车到场“和事”，先
是一番“酒驾轻则拘留重则收监”的普
法，后是一通“留下案底影响前程”的教
育，再是一阵“破财免灾私了最好”的劝
解，最后直白地说“钱能解决的事都是

小事”。这一番套路加洗脑，让薛某听得
迷迷糊糊。

吉某辰适时跟上加压：“看来你也
不像个老板，拿两万元私了算了，不然
就报警，你看着办！”

此时的薛某既怕酒驾被处罚，更害
怕影响前程。在 3 人的轮番忽悠下，他乖
乖地将手机里仅有的 4500 元全部转给
温某军，又给了池某康 500 元现金“车
补”，这才被允许离开。

在3人看来，这次只逮了个“小虾米”，
但收获还算可以，温某军分得 1740元，吉
某辰分得1330元，池某康分得1930元。

逐渐的，这样的事儿在县里多了起
来，“一到晚上他们就来饭店门口盯梢，看
饭店有没有人喝酒、喝酒的有没有开车。
如果开了车他们就尾随去撞，故意制造事
故，接着就讹钱，不给就报警，吓得客人都
不敢来店里吃饭了。”有酒店老板抱怨。

夜色中的“执法”

盯上贴小广告的人

一 波 未 平 ，一 波 又 起 。很 快 ，这 支
“地下执法队”又拓展了“新业务”，不仅
“治理”危险驾驶，还“整治”乱贴广告，
小广告贴手成了新目标。

2023 年 10 月 19 日，来自河南洛阳
的小广告贴手晋某，驾车一路北上贴到
了河北临漳。经过白天的踩点选址，晋
某踌躇满志，决定当晚要把广告铺满临
漳县城最繁华的铜雀大街。凌晨 3 点，趁
着夜深人静，晋某开始张贴广告。就在

他伸手给一辆车送上广告时，突然手被
车里人一把抓住，随着“咔”的一声被戴
上了东西。晋某吓得大叫一声，转身想
跑，可手上的东西越勒越紧。

车里人隔着车窗又使劲拽了拽，笑着
问晋某：“还跑吗？”晋某疼得直叫，沮丧地
说“不跑了”，才看清自己被套上了手铐。

车里坐着的人正是在此蹲守的温
某军和黎某涛。此时，温某军已经站在
晋某身后，大喝一声：“我们是临漳县公
安局的警员，命令你抱头、靠墙、蹲下！”

随后，温某军用手机通知在其他地
方蹲守的吉某辰、池某康、韦某某等人过
来。人员到齐后，黎某涛将晋某控制上车，
一路拉到临漳县公安局门口，问晋某：“是
交 1万元罚款呢，还是送你进去？”晋某被
吓得浑身颤抖，被迫用微信向朋友借了
6000 元，转给了好言劝他破财免灾又给
他减掉4000元“罚款”的池某康。

6000 元到手，可温某军一伙人并不
满意。原来，就在前一天，河南安阳人李
某和搭档在成安县城贴广告，被他们逮
了个正着，被“处罚”2 万元。今天本想乘
胜出击，结果收获还不及昨天的一半。

就 这 样 ，接 下 来 ，郭 某 被“ 罚 款 ”
1500 元，陶某被“罚款”5144 元，不到一
个月时间里这伙人 4 次“出警”，就轻易
得手 3万余元。

大数据排查出重要线索

顺藤摸瓜揭开涉恶团伙犯罪黑幕

这个团伙实施犯罪都在晚上，被害

人获得的直接证据很少，再加上被害人
有错在先，如果报警害怕被处罚，所以大
多都缄口不言。虽然在当地坊间关于“地
下执法队”的传言很多，但报案的人寥寥
无几。直到河南安阳人李某在 2023年 10
月被敲诈，思考再三选择了报警。但报警
时案发已月余，证据不足加上时过境迁，
案件没有头绪，给破案带来很大困难。

为了突破案件，保护一方平安，成
安县委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密切合
作。成安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县检察
院主动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发协查通
报、走访群众、大数据平台查找，检察官
做了大量工作。

2024 年 4 月，成安县检察院介入专
案工作的两名检察官在运用大数据案
管平台办案时，发现了一起类似案件。
同样是跟踪酒后驾驶人员，同样是利用

“碰瓷”手段，同样是以酒驾敲诈勒索，
罪犯张某已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正
在某监狱服刑。两名检察官立即报请批
准，到监狱提审了张某。

张某交代说：“2023 年夏天的一天，
我跟朋友温某军、池某康一起在成安县城
某大酒店喝酒时，温某军告诉我有个弄钱
的招儿，就是专门盯着酒驾人员，然后开
车撞他们的车，以报警为由敲诈。当时池
某康也在场，我知道温某军、池某康他们
俩一块干过这个事，也觉得可行，就自己
实施了这次敲诈，结果被判刑七个月。”

随即两名检察官来到张某所述的酒
店实地走访，细心的老板直接提供了留有
犯罪嫌疑人画面的录像视频。经张某辨
认，犯罪嫌疑人里有温某军和池某康。至
此，这个犯罪团伙终于浮出水面。

2024 年 5 月，公安机关开始对该团
伙实施收网，通过三个月的全国通缉、
奔波抓捕，10名团伙成员相继归案。

案件移送成安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
办案检察官历时两个月，对大量案卷、事
实、证据进行依法审查，核实了该团伙涉嫌
敲诈勒索罪事实。经报请上级综合研判，认
定该团伙其中 6人构成恶势力团伙犯罪，
其余 4 人因犯罪情节轻微，被另案处理。
2024年7月，该院对该涉恶团伙提起公诉。

2024 年 11 月 24 日，成安县法院经
审理，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温某军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1.5 万元，判处
池某康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1.5 万元，判处其他 4 名骨干成员有期徒
刑一年三个月至六个月不等，各并处罚
金 1.2万元至 8000 元不等。

趁夜色在娱乐城、酒店蹲守，专盯喝酒开车的人；在繁华街巷、居民小区守株待
兔，专等小广告贴手。一旦有人酒驾、乱贴广告，生意就来了——

深更半夜，结伙“钓鱼式”讹钱
一恶势力犯罪团伙犯敲诈勒索罪接受审判

本报讯（通讯员潘志凡 胡佳瑶） 4 人利用非法软件获取有声广播 App
内的虚拟货币 （下称“声币”），零成本得到充值总金额高达 23 万余元的

“声币”，再到二手平台上倒卖，侵害了企业的经济利益。经上海市黄浦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近日，黄浦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方某、陈某、邓某、
夏某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缓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各并处
不等罚金。

A 科技公司专注于生产有声广播剧业务，凭借精彩的内容和优质的用户
体验，吸引了大量忠实用户。在该公司开发的 App 上，用户可以付费购买“声
币”，收听其中的有声广播内容。

2023 年 12 月，A 公司的王经理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某二手平台上低价
售卖该公司 App 的“声币”，价格远远低于官方 App 的售卖价格，十分不合常
理。于是，王经理便组织公司技术部门展开调查，发现 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期
间，有用户充值并兑付了总计 23 万余元的“声币”。然而，这些充值钱款却未进
入公司的账户，均为异常充值，严重侵害了公司的经济利益。王经理随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后，于 2024 年 4 月成功将方某、陈某、夏某、邓某
抓捕归案。2024 年 8 月，方某等 4 人涉嫌诈骗案被移送黄浦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

承办检察官对全部案件材料进行了细致审查，并依法对方某等 4 人进行
了讯问。经查，方某伙同陈某，利用非法软件不花一分钱就充值了大量“声
币”。A 公司的平台审核系统及人工审核均未能识别其系非法充值行为，错误
地将其视为真实交易，从而兑付了相应“声币”。

承办检察官梳理案卷线索，对该团伙 4 人的作案动机、目的及分工进行分
析研判。方某、陈某联合在二手平台开店的夏某、邓某，将这些非法获取的“声
币”进行低价销售。4 人均明知公司收不到钱款，仍继续在网络平台售卖“声
币”，应认定为共同犯罪。经审计，涉案的异常充值总金额达 23 万余元。到案
后，4 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自愿认罪认罚。A 公司已收到赔偿款并表示
谅解。据此，承办检察官提出相应量刑建议。

2024 年 11 月，黄浦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 4 人提起公诉。近日，法院全
部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作出上述判决。

空手套“声币”倒卖牟暴利
四人诈骗有声广播App获刑

□本报通讯员 尹正宗 刘璐璐

“ 不 用 运 动 ，仅 打 一 针 ，轻 轻 松 松 瘦 7
斤！”听到这样的广告，减肥人士都跃跃欲
试。然而，如此“ 神 药 ”很 可 能 是“ 三 无 ”产
品，对身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经江苏省
溧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一起非法售
卖含“司美格鲁肽”成分减肥药涉嫌妨害药
品管理罪案公开开庭审理，14 名被告人分
别 被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三 年 至 拘 役 四 个 月 不
等，各并处罚金 150 万元至 10万元不等。

自制减肥药

王丹是一名化妆品销售人员，在广东广
州生活。2023 年 6 月，她结识了从事医美行业
的“熊老板”（另案处理）。当时“司美格鲁肽”
减肥药风头正盛，听说“熊老板”这个生意做
得很大，王丹便慕名拜师，也争取到机会在

“熊老板”手下工作。
王丹边做边学，加上有“熊老板”牵线，

认识了一些加工厂和原料商。不仅如此，她

还从“熊老板”介绍的一个化学工程师那里
学到了“司美格鲁肽”的配方，并参与了多次
试验，调整配比，完善配方。为了更快从中牟
利，王丹自行购买了机器进行配方的试验调
配。这期间，王丹还找到一些代加工厂生产，
让男友盛飞供货给“熊老板”赚钱。

因客户反馈减肥效果不明显，2023 年 7
月，王丹以男友盛飞的名义在广州租了一栋
别墅，购置了新机器，重新调整配方。在未取
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他们购
进原料、辅料和冻干粉机器，调配药品原液，
并进行灌装冻干，制成药品成品。

打开销路

为了拓宽销路，盛飞在一些社交平台上
通过搜索关键字，在相关内容的评论区发布
广告信息，拍摄短视频或开直播等形式宣
传，提高销量。

他们制成的减肥药成品经生理盐水溶解
后，以皮下注射的方式就可轻松完成。因为产
品即刻效果明显，很快订单量剧增，王丹便找

来了自己的妹妹帮忙，并招聘工人，负责装货
发货，盛飞则负责销售。整个过程由王丹主
导，组成了一个配合默契的产销团队。短短两
三个月，他们的销售额就达到近 200万元。

知名度打开后，销售商们慕名而来，都
想借这个“减重王”大赚一笔。销售商以每瓶
10 元至 35 元的批发价大量购入王丹生产的

“减重王”，并从电商平台、美容店等渠道，以
每瓶 30 元至 800 元的价格出售给客户，销售
金额达 10 万元至 40 万元不等。“直接从我们
这拿货的零售商都各自有下线，下线还有下
线……”王丹供述。

落入法网

“不节食、不运动，一针赢得完美身材”，
这条减肥药广告让溧阳市民车女士很是心
动，她便花了 800 元买了一个疗程，也就是 4
支“减重王”。拿到实物后，她发现瓶子上并
无批准文号、生产厂家经营许可证等资质，
属于“三无”产品。

“用了这个之后，好像是瘦了点，但没多

久就有恶心、头晕的症状！”“我也有相同的
症状，我还吐了……”车女士在看到部分使
用者的反馈信息后，选择向公安机关举报。
溧阳市公安局从车女士提供的电商平台信
息入手，顺藤摸瓜查获了生产商王丹和盛
飞、零售商吴超和李宇等人，以涉嫌妨害药
品管理罪对王丹等人立案侦查。

2024 年 5 月，该案移送溧阳市检察院审
查起诉。该院认为，“司美格鲁肽”是一种处
方药，生产含该成分的药品需要经过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审评批准才能生产。王丹、
盛飞违反药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在未取得
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生产、销售
药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情节严重。吴
超、李宇等人明知是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
明文件生产的药品仍然予以销售，同样足以
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2024 年 12 月，溧阳市检察院以王丹、盛
飞等 14 人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向溧阳市法
院提起公诉。溧阳市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
如上判决。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减重王”背后的黑产链

姚雯/漫画

□张子璇

报 价 上 千 元 的 瘦 脸
针 成 本 仅 需 1.5 元 ，这 样

的“美容针”你还敢注射吗？近期，多地医院接诊的肉毒素中
毒患者明显增多，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央视总台记者调查
发现，这些假冒肉毒素成本 1.5 元、出厂价 20 元、售价上千元，
主要通过朋友圈和微信群卖给消费者，这让医美行业的造
假、售假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据 1月 12日央视新闻）。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近年来，随着“美丽经济”的不断升
温，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除皱，选择了过程简单、恢复迅速
的注射肉毒素项目。然而，这种“快餐式美容”的背后存在诸
多乱象和风险，没有资质的“黑医生”“黑作坊”大量存在，甚
至形成了专业的黑灰产业链，假冒肉毒素“以次充好”“以假
乱真”现象频发，消费者皮肤感染、中毒等医疗事故屡见报
端。这不仅给消费者带来生命健康隐患，也让医美行业危机
重重。

事实上，肉毒素属于药品，药品管理法中对药品的生
产和经营都有明确规定。报道中披露的不法商家明知是未
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的药品而进行销售，
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了药品管理法规，可能涉嫌妨害药
品管理罪，或将面临刑事处罚。注射肉毒素属于医疗行为，有
着严格的门槛和从业要求。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注射肉毒素必须在获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进行，注射医生也必须具备相
应的执业资格。涉事医美机构大多未取得相应资质、使用
非法产品或违反操作规范，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可能面
临法律责任。

说到底，无论是上游的“黑作坊”还是下游的“黑医美”机
构，冒着风险制售、注射假冒肉毒素的根源在于商家受利益
驱动铤而走险，也在于行业监管的缺失。一方面，在高额利润
的诱惑下，违规制售假冒肉毒素已形成黑灰产业链，不法分
子利用消费者对医美行业的认知差，通过“朋友式”营销违法
牟利。另一方面，医美行业的监管涉及药监、卫健、公安等多
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缺乏合力的情况时有
发生，网络平台的监管跟不上也为不法分子制假售假提供了
便利渠道。

美丽诚可贵，安全价更高。近年来，国家对医美行业进行
多次专项整治，种种举措体现了相关部门打击违法乱象的决
心，无疑给消费者打了一针“强心剂”。面对野蛮生长的“黑医
美”，应该做到“黑医美”到哪里，监管的利剑就挥舞到哪里。只
有发挥合力，由点及面追查，全链条严打，才能保持对行业乱象的监管压力常
在，彻底铲除其滋生的土壤。2023年初，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
通知，要求对注射用 A 型肉毒素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各地药监、卫健部门要严格
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将追溯系统建设、追溯信息上传、追溯责任落实纳入日常监
督检查范畴，确保产品的来源清楚、流向可核查、可追溯，以保障产品安全。同
时，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应重点围绕网络线上销售进行溯源，查证假肉毒素的
生产源头，加大全链条打击力度，形成震慑效应。相关部门应积极构建全链条监
管长效机制，创新监管办法，可以通过定期公布典型案例，传播有关法规政策，
让消费者更多了解医美行业，擦亮眼睛，做好甄别，避免陷入“黑医美”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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