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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李久强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收到陌生
快递包裹，你会因为好奇而打开一探究
竟吗？天降 100 万元的“扶贫款”，领还
是不领？近日，陕西省宁强县检察院办
理了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

2024 年 9 月，宁强县某村村民王某
连续收到三个陌生快递包裹。自己并没
有买东西，这是谁寄的呢？带着疑问和
好奇，王某领取包裹并打开，发现三个
包裹里都有一个同一制式的文件袋，里
面装着“扶贫资金申领通知”的文件，

上 面 加 盖 “ 国 务 院 ” 的 印 章 ， 并 注 明
“精准扶贫资金，申领额度最高 100 万
元”。

王某系当地的贫困户，51 岁的他至
今未婚，和 74 岁的老母亲一起生活，无
固定收入，家庭经济困难。尽管以往领
取扶贫资金都是村委会通知，但文件上
的红色印章打消了王某的顾虑，面对巨
额 款 项 ， 他 用 手 机 扫 描 文 件 上 的 二 维
码，添加了“工作人员”的微信。

“这是国家的一个扶贫项目，因本次
扶贫金额较大，你的银行卡交易流水不
足，为了确保扶贫资金能够顺利发放到
你 的 银 行 卡 内 ， 需 要 你 提 供 个 人 银 行

卡、身份证、交易密码等，平台工作人
员将会免费为你提供包装流水服务，完
成后平台将自动把扶贫资金打入你的银
行卡里。”“工作人员”告诉王某扶贫资
金申领条件。

“你们是不是在搞‘洗钱’？这可是
违法犯罪的事情。”王某想起村里曾多次
开展的反诈宣传，提出了质疑。对方一
再解释自己是正规的，并向他出示工作
证件，还将他拉入“扶贫资金领取工作
群”。看到群里那么多扶贫资金领取成功
的案例，王某动摇了。

为进一步取得王某信任，“工作人
员”承诺其在申领扶贫资金期间的吃、

住、行费用均由平台报销，保证不花王
某 一 分 钱 。 王 某 想 着 试 一 下 也 没 有 损
失，就拿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手
机，按照对方的要求先后前往河南、天
津，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手机、身份
证、交易密码提供给对方用于转账。

2025 年 1 月 8 日，经公安机关核查，
王某提供的两张银行卡共收到转入资金
110万元，涉诈骗资金 50万元。侦查终结
后，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经宁强县检察院提起公诉，4月
2日，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
处 王 某 有 期 徒 刑 七 个 月 ， 并 处 罚 金
3000元。

天降百万“扶贫款”，领不领？

□潘颖

“我在网上看到有你们公司的欠税公
告，你快去看看怎么回事。”明明按时准备
好了需要缴纳的税款，怎么会有欠税记录
呢？收到好友提醒后，周老板赶忙登录税
务局 App 核实交税情况，这才发现暗中侵
蚀公司税款的“蠹虫”竟一直藏在身边……

周老板的公司成立于 2016 年，为提
高做账信息质量、促进企业更好发展，
周老板找到做代理记账业务的小王代为
处理记账、核算、报税事宜。

2021 年 12 月，小王表示公司的代扣

代缴系统出了问题，无法自动扣税，要
求周老板将要缴纳的税款转至其提供的
账户，收到钱后他会手动代缴税款。合
作多年，小王没有出过什么纰漏，因此
周老板虽然没有见到系统故障的真凭实
据，但还是按照小王的要求将钱转了过
去。此后每隔一两个月，小王都会如法
炮制，要求周老板将税款转给他代缴。

周老板对小王深信不疑，小王却并
非诚心为周老板办事。2024 年 5 月，周
老板的好友查询网络公开信息发现周老
板的公司有欠税公告，便赶紧将这一信
息告诉了周老板。周老板向小王核实相

关情况，小王坚称自己已按时缴纳税款
并无漏报情况。

为查清问题根源，周老板核对报税
明细，发现自小王声称系统有问题后，
仍有三次通过公司账户直接扣缴税款的
记录，可见税务系统并没有问题。2024
年 10月，周老板选择报警。

公安机关经调查查明，小王为创业
借了许多贷款，因贷款公司催得紧，他
便打起了周老板公司税款的主意。他谎
称报税系统出了问题，将周老板转来的
税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自 2021 年 12 月
至 2024 年 5 月，小王从周老板处共计收

取 38 万余元，实际仅代缴税款 4.7 万余
元。东窗事发后，小王在家属的帮助下
于 2024 年 11 月退赔周老板损失并获得其
谅解。

经审查，小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税务系统出错事由，使被害人陷入
错误认识从而向小王交付钱款，共计骗
取钱款 33 万余元，扣除其在立案前归还
的 6 万 元 ， 犯 罪 数 额 共 计 27 万 余 元 。
2025 年 3 月 11 日，上海市松江区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对小王提起公诉。近日，
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小王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4万元。

代理记账人虚构系统故障骗税款

□徐玮

服装吊牌是服装的“身份证”，购买
服装时，吊牌能够帮助消费者了解商品
的基本信息，提升商品“可信度”。正是
这个不起眼的吊牌，却成了犯罪分子的

“摇钱树”。
近日，山东省胶州市检察院对一起

生产销售假冒“阿迪达斯”“耐克”品牌
服装案件提起公诉。

5月 30日，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
处被告人顾某某、曲某、顾某、沈某有
期徒刑四年十个月至有期徒刑一年十个
月，各并处罚金；以非法制造、销售非
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被告人陈
某、吴某有期徒刑三年、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各并处罚金；以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判处刘某、王某、赵某有
期徒刑一年九个月至七个月，各并处罚
金，部分被告人被判处缓刑。

小小吊牌帮大忙
家庭作坊制假忙

顾某某和妻子曲某自 2019 年开始经
营一个服装加工点，生产没有品牌的服
装 ， 业 内 称 为 “ 白 板 ” 服 装 ， 销 量
惨淡。

当有客户问是否可以在服装上印制
大 品 牌 的 logo 时 ， 顾 某 某 动 起 了 歪 心
思 。 他 购 买 了 商 标 图 样 、 电 脑 排 版 机
等，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后，在自家生产
的服装上印上字母“ADIDAS”“NIKE”
和相应品牌的花样，并销售了第一批货。

尝到甜头后，顾某某开始专心研究
如何能够仿制得更像。他给妻子和儿子
顾某做了分工，他和妻子负责整个加工
点的工作，儿子顾某负责商标排版、发

货等。顾某某还聘用了工人，从服装排
版、裁剪、缝纫到烫标、包装，加工点
开始了流水线作业。

一段时间过后，销售不再火爆，仓
库里积压了很多冒牌服装卖不出去。顾
某某想不明白，好好的销路怎么会断了
呢？他一打听，原来是客户嫌他的冒牌
服装没有吊牌，于是他找到了卖假吊牌
的吴某，两人一拍即合。顾某某提供假
冒吊牌的样式，吴某按照一个吊牌 8分钱
收取费用，顾某某的冒牌服装销路便又
通畅了。

其 实 ， 吴 某 自 己 并 不 生 产 假 冒 吊
牌，他是找陈某定制的。陈某的印刷厂
什么都可以印，为了节约成本，制作假
冒吊牌的白板是由吴某提供的，陈某批
量印刷了 20多万个吊牌获利颇丰。

“品牌服装”低价卖
日日进账满盆钵

顾某某很有经商头脑，他并没有紧
跟品牌潮流生产最新款，而是生产经典
款，保证永远有销路。在其仓库内查获
的 “ 阿 迪 达 斯 ” 和 “ 耐 克 ” 的 品 牌 服
装，大多是经典的白色 T 恤和黑色运动
裤，常人难以分辨真假。

通过查看顾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
办案人员发现，他给这些假冒服装都编
了号码，方便客户订购。一件假冒品牌
上衣卖十几元，一条裤子卖二十几元，
虽然价格低廉，但是顾某某的销售额有
200余万元。警方在其仓库查获了 7000余
件假冒品牌上衣和 1.2 万余条假冒品牌
裤子。

顾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交易记录
显示，其将假冒服装销往 6家不同的实体
店，这 6家实体店基本都是夫妻个体经营
店铺，夫妻二人互相配合，线上买货线
下销售，最多的一家实体店销售金额达
40 余万元。在一家刘姓夫妻经营的店铺
内，警方还发现了非顾某某生产的假冒

品牌服装，至此，另一家位于河北的假
冒品牌服装生产窝点浮出水面。

这是沈某经营的假冒品牌服装加工
点，也是家庭式小作坊，沈某的父母和
哥哥均在加工点给沈某提供帮助。经审
查，沈某的销售金额为 12 万余元，加工
点内有 1000余件假冒品牌服装待销售。

罪轻罪重分别处理
做好行刑反向衔接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与公安
机关一道深挖制假售假上下游链条，将
生产假冒品牌服装的顾某某等人和为顾
某某生产、印刷假冒品牌服装吊牌的陈
某和吴某等 17名制假售假人员一网打尽。

根据 17 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轻
重不同，检察机关对其中 8名犯罪情节较
轻、自愿认罪认罚、自愿退赃的犯罪嫌

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并通过制发检察
意见书建议由当地行政机关对其作出行
政处罚。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顾某某及其
妻子曲某、儿子顾某生产假冒品牌服装
并对外销售，销售金额 200余万元，被扣
押的假冒品牌服装近 2 万件，货值 38 万
余元。沈某生产假冒品牌服装并对外销
售，销售金额 12 万余元，被扣押的假冒
品牌服装 1000 余件，货值 2 万余元。陈
某 、 吴 某 制 造 、 销 售 假 冒 品 牌 服 装 吊
牌，刘某、王某、赵某销售假冒品牌服
装金额超过 20万元。

2024年 6月，胶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假
冒注册商标罪对顾某某、曲某、顾某、
沈某提起公诉；以涉嫌非法制造、销售
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陈某、吴
某提起公诉；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对刘某、王某、赵某提起公诉。

一家人经营着一个服装加工点，生产“白板”服装，销量惨淡。当有客户问起是否可以
在服装上印制大品牌logo时，他们动起了歪心思——

这些品牌服装一件只要十几元

误将含有美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当成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贩卖
给他人，面对讯问辩称自己是认识错误，不知是毒品不算贩毒。5月20日，经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倪某、
殷某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三年，各并处罚金。

2024年11月23日凌晨，公安民警接到举报线索，称有人在某KTV进行毒
品交易。民警火速赶往现场，抓获正在进行交易“上头”电子烟的倪某、殷某，
并从二人身上及住处共计搜出14枚电子烟弹。经讯问，倪某、殷某承认搜查
出的烟弹含有依托咪酯成分。

令人意外的是，烟弹中并没有检测出依托咪酯成分，上述犯罪嫌疑人却
已经作出有罪供述，而这些“上头”电子烟的气味和吸食后的反应明显具有
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类药品特征。经进一步检测发现，查获的烟弹中含有美
托咪酯成分。

2024年12月20日，公安机关提请鄂城区检察院审查逮捕。面对检察官的
讯问，倪某二人辩称不知道烟弹里面有美托咪酯成分，自己的行为应该不算
贩卖毒品。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美托咪酯于2024年7月1日被列管，倪某二
人虽然对涉案毒品种类存在认知错误，但该错误属于同一犯罪构成内的对
象认知错误，不影响贩卖毒品罪的认定，依法对倪某二人批准逮捕。

在捕后继续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扩大战果，查实二人除本案外还存在多
次贩卖毒品的事实。审查起诉阶段，经检察官耐心释法说理，倪某、殷某自愿
认罪认罚，并退出全部违法所得。4月2日，鄂城区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
对倪某、殷某提起公诉。 （戴小巍 姜辉）

认知错误不脱罪
烟弹藏毒要担责

聪明反被聪明误，男子上网学攀爬竟为盗窃。6月5日，四川省成都市郫
都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刘某提起公诉。

“家里有人吗？有没有人啊？”3月8日，家住成都市郫都区某小区的居民
吴某一大早便听见窗外有人在惊慌地大声呼喊。吴某非常奇怪，自家住高
层，怎么会有人在窗外求救呢？

原来，同住该小区的刘某因囊中羞涩，产生了入户盗窃的念头。他看到
小区部分高层住户存在窗户未关的情况，便在网上查找关于高空攀爬的视
频，上网买了消防安全绳，并自学了消防安全绳打结的技巧。2月22日凌晨，
刘某带上工具前往自己所在楼栋的天台，见顶楼一住户厨房的窗户未关，便
按照网上所学方法，将消防安全绳绑在天台护栏上，从天台悄悄溜进了顶楼
住户家中，盗走了手机、银行卡等财物，并将手机内的1000元分次转入了自
己账户。后经鉴定，被盗财物价值总计1382元。

不久，尝到甜头的刘某又想如法炮制，谁料当他溜到目标住户窗外时，
发现窗户内的纱窗锁住了，既无法进入住户家里，也无法再爬上天台。刘某
挣扎了一番，终因体力不支彻底陷入了“上下两难”的境地，于是发生了开头
戏剧性的一幕。

吴某见状当即报警，公安机关接警后赶到现场将刘某抓获。到案后，刘
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 （查洪南 黄筱琴 李昭）

上网学攀爬
竟是为盗窃

2023 年 11月，办案检察官对扣押的假冒品牌服装进行现场审查核实。

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擅自在家中架设网站，将未取得授权的书籍包装
成电子书在网站上销售。近日，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程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

2020年10月，程某在未取得工商注册备案、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互联
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家中擅自架设了一个应
用网站。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程某在运营网站的过程中，通过在网络上搜
集电子书籍、纸质书籍扫描件等方式搜集整理了大量的书籍，经过重新编辑
美化后放到自己搭建的网站上，并以电子书的形式对外销售，售价为每次下
载费用0.1元至12元不等。

2023年7月下旬，公安机关接到举报，经核查后立案侦查。9月14日，程某
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经查，在其下载、销售的书籍
中，共有1798种属国内出版书籍，均为未获授权进行的复制、发行、传播，有
1006种属境外出版物（其中118种系违禁出版物，888种为非法出版物）。截至
案发，程某实施非法经营和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的违法所得共计21万余元。

2024年2月，该案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庐阳区检察院经审查认
为，程某复制、出售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以营
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出售文字作品，应以非
法经营罪、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5年1月，庐阳区检察院依法对
该案提起公诉。 （马云东）

擅自在家架设网站
未经授权卖电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