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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湖北省秭归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邹某有期徒刑
七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对诈骗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叔叔、阿姨，还记得我吗？我是您儿子的同学啊……”2024 年 12 月 14 日，
前科累累的邹某从外地流窜至秭归县茅坪镇，并在大街上游荡寻找作案目
标。90 岁的周某和老伴刚好在街边散步，邹某便主动上前搭讪，自称是周某儿
子的同学、以前还在他家吃过饭，逐步跟周某套近乎，同时还让周某给儿子打
电话，并用周某的手机与其儿子进行简单交流。在对方嘴甜的攻势以及其与
儿子的“愉快交谈”之下，周某误认为邹某真是儿子的同学。

邹某谎称自己是社保部门工作人员，根据政策可以为周某调高每月养老
金的发放额度，前提是周某要将社保卡内的余额取出，并由邹某进行系统转
存。周某没有怀疑，按照邹某要求将社保卡内的 3500 元全部取出，邹某借办
事的名义将钱全部拿走，又以购买周某所戴黄金戒指、事后付款为由骗走戒
指。后邹某随便指着停在路边的一辆车自称是自己的车，让周某夫妇在车边
等候，邹某则拿着钱逃之夭夭。周某夫妇苦等半个多小时未看见邹某回来，才
意识到被骗了。2024 年 12 月 19 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邹某抓获，于 2025
年 3月 5日将该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信息获取相对滞后，子女工作忙没时间一一核实
信息，造成信息差，因此老年群体极易成为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对象。”办案检察
官说道。3月 19日，秭归县检察院依法对邹某提起公诉。

（蒋长顺 汤任武 李丹）

路边搭讪套近乎
获取信任骗钱财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徐嘉浩 王丽婷

通 过 发 布 打 着“ 与 正 品 相 似 度 达
99%”等噱头的短视频招揽顾客，接到订
单后再购入低价白酒和正品名酒包装材
料，进行简单“组装”后高价售出……日
前，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办理了
一起全链条制售假酒案，喻某等 21 名被
告人全部被判处有期徒刑。近日，许昌
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许昌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魏都区分局联合开展了侵权假
酒及包装材料集中销毁专项行动，邀请
群众代表一同参与了假茅台及旧酒瓶、
酒盒、纸箱、飘带等 8 万余件涉案物品
的安全无害化销毁，魏都区检察院派员
全程监督。至此，喻某等 21 人制售假冒
白酒案画上了句号。

一起报警牵出售假团伙

“1 比 1 精仿”“包过官方 NFC 防伪
鉴定”“酒质口感吻合正品”“企业接待
送礼首选”……2024 年 1 月，家住许昌
的樊先生刷到一条推广短视频，发布者
称可以提供价格便宜的高仿茅台酒，口
感 与 正 品 酒 相 似 度 高 达 99%。 出 于 好
奇，樊先生先从喻某处购买了一瓶，和
朋友一起品尝后，感觉确实与真茅台酒
相差无几，而且价钱只有正品的十分之
一，樊先生对此感到很满意。

2024 年 4 月，樊先生从喻某处一次
性购买了 12 箱高仿茅台酒用于公司宴
会，结果被很多人喝出是假酒，樊先生
一气之下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后，经鉴定，樊先生从喻某处购买的
茅台酒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樊 先 生 购 买 的 “ 茅 台 酒 ” 从 何 而

来？2024 年 7 月 1 日，魏都区检察院应
邀依法介入该案，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
调查取证，根据喻某的微信聊天记录、
快递信息、银行流水循线追踪，挖出了
一 个 完 整 的 原 材 料 供 应 、 制 假 售 假
链条。

横跨三省的犯罪链条

2023 年 3 月，喻某在重庆某庄园租
下一处店面销售正规白酒，在与客户接
触中得知有一种高仿名酒利润很高，十
分心动。于是，在干了十几天白酒销售
后，喻某决定“转行”卖假酒。

为招揽客户，喻某招聘 8 名销售人
员，在社交平台发布大量高仿名酒广告
吸引目标群体，并四处收集个人或企业
法定代表人的电话号码，逐一添加好
友，在发送好友验证请求时注明“飞天

茅台 1 比 1 精仿，原厂前后标，包过茅
台官方 NFC 防伪鉴定，酒质口感吻合
正品，企业接待送礼首选”等内容。

喻某很清楚目标群体的心理，他精
心设计销售话术，以远低于市场正品的
优惠价格吸引消费者，对售卖的是假酒
这一事实毫不掩饰。

接到订单后，喻某团伙便开始“备
货”。他们通过熟人联系到贵州仁怀销
售基酒的袁某团伙，根据订单要求，以
每斤 6 元至 300 元不等的价格购入低价
白酒，再联系张某等 4 人购入正品名酒
包装材料，经灌装、包装后以 500 元每
瓶不等的价格售出。经查，袁某、张某
等人同样存在制售假酒的行为。

沿 着 喻 某 、 张 某 这 条 线 索 继 续 深
挖，警方锁定了生产假冒包材的李某、
鲁某夫妇二人。在二人租赁的位于深圳
市宝安区的仓库内，警方查获印有茅台

注册商标标识的各类茅台酒包材共计
82430 件，包含盒子、酒瓶、瓶盖等 。
这些包装均由李某夫妇从他人处回收，
经加工整理，组装成套后以高价卖出。

这条横跨三省、涉案 21 人的制假售
假产业链让高仿名酒被售往全国各地。

分层处理准确认定罪名

2024 年 9 月 23 日 ， 公 安 机 关 以 喻
某 等 19 人 涉 嫌 假 冒 注 册 商 标 罪 ， 李
某、鲁某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
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移送至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喻
某等 18 人均存在制作假酒并销售的行
为，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刑事
责任，1 人未参与假酒的制作，系从他
人手中收购已灌装完成的假酒后再倒
卖出手，应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追究刑事责任。李某、鲁某二人
将本应作为废品的名酒包装材料进行
重新加工后再次使用的行为，应当以
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达到罪责刑相适应。

2024 年 10 月 21 日 至 2025 年 1 月 4
日，魏都区检察院对喻某等 18 人假冒注
册商标案及李某夫妇非法制造注册商标
标识案向法院提起公诉，对 1 名非法经
营数额较少，且具有自首、立功、积极
退出违法所得情节，犯罪情节轻微的犯
罪嫌疑人，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在提起公诉时，该院根据各犯罪嫌疑人
在犯罪链条中的作用、从事时长、获利
方式等，建议对喻某、李某等 9 名非法
经营金额大、抽取他人提成或涉案物品
多的组织策划者、主要实施者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一个月至一年；对鲁某等 11 名
非法经营数额不大、参与时间较短的犯
罪嫌疑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至六
个月，并适用缓刑。近日，法院经审
理，采纳了检察机关提出的全部量刑建
议。目前判决已生效。

“1比1精仿”“包过官方NFC防伪鉴定”……他发布短视频招揽顾客，购入低价白酒
和正品名酒包装材料进行“组装”后高价售出——

12箱高仿名酒牵出21名犯罪嫌疑人

自称是“抢红包”圈的拉手，以介绍玩家前来赌博为由取得微信群主信任
后，利用虚假的转账截图骗取对方钱财。经湖南省汉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3月
10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邓某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

杨某（另案处理）建了一个赌博微信群，邀请玩家进群以“发红包”方式进
行赌博。2024年6月7日，一个自称中介的“阿水”网友添加杨某微信，说要到其
微信群里玩一玩。杨某早就知道“阿水”是“抢红包”圈内有声誉的拉手，可以拉
来大玩家参与赌博，不由心潮澎湃。“阿水”随即以介绍玩家进群参与为由，向
杨某索要了3万分的空分额度（微信赌博筹码）。

当日下午，两个玩家将杨某提供的空分额度悉数输掉，并由杨某垫付赌资。事
后杨某要求结账，“阿水”谎称其微信和支付宝均已被限额，需要稍后付账，并索要
了杨某的收款账号。之后“阿水”PS了一张3.6万余元的虚假转账截图发给杨某，同
时示意杨某将多付的6000元通过微信返还给他，杨某当即微信转账支付。见杨某
轻易就上了当，“阿水”又以赌博上分为由，分别PS了转账1.9万余元、2.7万余元的银
行转账截图给杨某，之后以赌博下分结账为由，诱骗杨某转账5.3万余元。

事后，杨某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没有收到钱款，才知道上了当，立即报警。
民警通过侦查锁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原来“阿水”和两个玩家都是邓某一人。邓
某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所得赃款已被其用于赌博和消费。

2025年1月10日，汉寿县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邓某提起公诉。
（王钢）

借拉手之名设局
用虚假截图行骗

为筹赌资，汤某盯上了跑腿小哥，以“借款返利”的形式在外卖或同城平台
上下单，当跑腿小哥转钱后，他随即将钱转出用于赌博。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3月14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汤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
年，并处罚金3万元。

“借2万元佣金2000元，用两小时。”2024年5月31日下午2点半左右，跑腿小
哥黄某在某同城平台上接到了汤某提交的一个订单。黄某感到奇怪的是，该订
单并非像往常那样帮忙送货、排队等，而是借钱，便询问汤某借钱何用，汤某称
用于做演唱会门票生意，只要等待2个小时，就可以还款并付佣金。“已有其他
跑腿小哥做成了3次。”当黄某质疑时，汤某回复道。

当天下午4点左右，黄某来到汤某指定的某宾馆房间见到了汤某，看到房
间内还有其他两名快递小哥。汤某为表示诚意，主动向黄某出示了身份证件。
在此情况下，黄某转给汤某2万元，之后就和另外两人一起在房间等待。两小时
后，汤某并没有按照承诺还款并支付佣金。黄某等人催促汤某还款，汤某称上
家购买门票的地方下雨停电，机器无法出票，让他们再等等。可一直到晚上10
点，黄某等人依旧没能等到汤某还款。

“你明天上午10点前能不能还钱？”黄某和其他小哥在得到汤某肯定答复后离
开。第二天，汤某并没有如约还款，之后几天，汤某也没有还款。2024年6月9日，黄某
报警，当天，汤某归案。此后几天，陆续又有多位跑腿小哥报警称被汤某诈骗。

原来，汤某借钱是为了筹集资金赌博，他在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为非
法筹集资金，将目标锁定在了跑腿小哥身上。2024年9月14日，侦查机关将该案
移送西湖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查，2024年5月至6月，汤某骗得8名跑腿小哥22
万余元。案发后，汤某家属代其退出了全部赃款。12月19日，西湖区检察院以涉
嫌诈骗罪对汤某提起公诉。 （张永睿）

下跑腿订单借钱
让多名小哥中招

检察官向公安机关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时了解销毁工作开展情况，全程监督销
毁进度。

□耿祯 陈思君

“下载软件购买彩票，一夜暴富不
是梦！”“网络购彩操作简单，下注即兑
奖！”看到这些宣传语你心动了吗？殊
不知，这正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

3 月 5 日，经江苏省溧阳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对邱某网络售彩非法经
营一案作出一审判决，邱某因犯非法经
营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
收财产。

2024 年 1 月，江西警方在办理一起
通过网络销售彩票的非法经营案时，发
现案件的下线在溧阳有工作点，遂向溧
阳市公安局移送线索。随着侦查的深
入，以邱某为首的非法经营网络体彩犯
罪团伙浮出水面。

邱某和徐某 （另案处理） 是同乡，
都 经 营 着 实 体 体 育 彩 票 店 。 2023 年 9
月，二人闲聊时，徐某说想租间店面专
门在网上销售体育彩票，但人手不足，
想找邱某合作。面对邀约，邱某心中暗
暗盘算，自己本身就有线下店，对于体
彩的玩法十分熟悉，而网络售彩成本
低、可操作性空间更大，虽然明知这是
违法行为，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商量过
后，两人租赁溧阳市区一层写字楼作为
办公点，徐某负责后勤工作，邱某负责
店铺经营，获利平分。

为了快速成立团队开始运作，2023

年 10 月，邱某在网上发布了一则招聘广
告，招聘电话业务员若干，工作内容是
负责拓展客源拿提成，一段时间后就招
募到了 20 余名业务员。邱某让这些业务
员兜售网络体育彩票，还教他们如何在
短视频平台发布赛事比分、彩票推荐、
号码预测等，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客户。

经徐某介绍，邱某了解到有这样一
款 App：商家可以注册店铺进行网络销
售，平台只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不干涉
经营内容。于是，邱某用自己和徐某的
实体店的彩票代销证在该 App 上注册了
两家店铺，并雇专人负责在后台同步更
新国家体彩中心的数据。

为拓宽销路，邱某在网上买了一批
彩民的手机号码，并分发给业务员，让
业务员打电话进行推销。当发现对方有
意愿购买时，业务员立刻拿出一套熟练
的话术：“我们有实体彩票店，还专门
开发了一个 App 方便彩民线上购买，扫
描二维码就能下载，操作便利。”很多
人并不了解网络销售彩票属于违法行
为，信以为真，于是扫描业务员提供的
二维码并下载 App。彩民注册登录后，
账号便会自动关注这两家店铺，之后彩
民在账户内充值即可投注，平台扣除
0.15%的手续费后，通过第三方支付的
方式将剩余款项汇到邱某的银行卡上。

彩民在 App 上购买彩票时，若勾选
需要上传彩票，邱某就在自己经营的实

体彩票店出票，并拍照上传。若出现大
单，业务员会将彩票叠在一起拍照上
传，但只有最上面那张票是真实的，其
余的都是用他人的或废弃的彩票充数。
彩民在购买彩票时手机上已经显示了具
体的彩票号码，因此大部分人并不会细
究拍照上传彩票的真伪，邱某便是利用
这种一票多用且并不真实出票赚取利
润。若彩民不勾选上传彩票，除非遇到
一些赔率较大的情况，一般情况下邱某
就不出票，相当于自己做庄，与彩民对

赌，稳赚不赔。
2024 年 7 月，溧阳市公安局以邱某

涉嫌非法经营罪向溧阳市检察院移送审
查起诉。该院经审查认为，邱某未经批
准擅自销售彩票，扰乱市场秩序，涉嫌
非法经营罪；经过调取案涉 App 的后台
数据及邱某电脑内的电子账本，最终认
定邱某非法经营数额为 1400 余万元，非
法获利 320 万元。2024 年 10 月，该院以
邱某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2025 年
1月 10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实体店资质成非法售彩“护身符”

该案庭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