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案说法……

案例：今年 6 月的一

天，在宁波北仑区从事海

鲜生意的郑某购入了一些

织纹螺，当晚约上三四个

好友“享用”，次日一早，又

将剩下的织纹螺拿到市场

售卖。此后两天，郑某又

进了一批织纹螺，以每公

斤70元的价格销售，共计

销售约46公斤，获利200

余元。

6月 11日，北仑公安

分局在郑某店内当场查获

未售完的织纹螺17.33 公

斤，并予以扣押。6天后，

郑某因涉嫌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被公安机关取保

候审。但在取保候审期

间，郑某又在北仑郭巨码

头附近，以3000元的价格

将其50公斤织纹螺销售给

生意伙伴。

近日，北仑区法院审

理了这起刑事案后认为，

被告人郑某销售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

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

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其行

为已构成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结合其有

坦白情节并自愿认罪认

罚，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10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扣

押在案的织纹螺予以没

收。

说法：生产、销售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指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

准的食品或足以造成严重

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

重食物性疾患的行为。

因食用有毒食物而造

成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

尤其是像织纹螺、河豚等，

具有较强的毒性，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如果食用，

可能导致严重的中毒事

件。毒性较强的织纹螺，

成年人约食用10克螺肉就

会出现一般的中毒症状，

约食用 50 克至 100 克能引

起死亡。该毒素对热稳

定，煮沸、盐腌、日晒等均

不能将其破坏，目前尚无

特效解毒治疗药物。根据

相关法律，贩卖织纹螺、河

豚属违法行为，被明令禁

止，各菜场均有警示性宣

传。但在现实生活中，仍

有人为了非法获利不惜铤

而走险。

据了解，2018年以来，

北仑区法院共审结 4 件因

被告人贩卖织纹螺、2件因

被告人贩卖河豚的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犯罪案，涉案被告人 7

人，除一被告人因犯罪未

遂等被免予刑事处罚外，

其余各被告人被判处有期

徒刑10个月至拘役4个月

缓刑6个月不等的刑罚，并

处罚金，同时禁止被告人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

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警方提醒，任何商家

都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绝不能为了获取眼前

的利益而售卖、加工生产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同时，广大消费者也要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不购买、

不食用织纹螺、河豚等各

种有毒水生物。此外，如

发现他人售卖、加工织纹

螺、河豚等，应及时向有关

部门举报。 北璎

违法售卖织纹螺，
北仑一水产商领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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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台普普通通的

老年机，专案组揪出了一条

从最下游的“薅羊毛”团伙

和个人、到中游二手倒卖公

民个人信息并负责接码的

中介商、再到上游设计制作

木马程序并负责对码的科

技公司以及和科技公司合

作的主板生产商、手机生产

商的庞大犯罪网络。

数百万条老年人个人

信息，竟是天天在“裸奔”，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

到有效保障，谁来为它们

穿上“铠甲”？

由于本案涉案人数众

多、案情错综复杂，又属于

证据标准较高的新类型犯

罪案件，公安机关专案组

第一时间请检察机关介

入。公安、检察形成打击

合力，严把程序、证据、材

料、定性“四关”，全面梳理

案情，对上、中、下游的行

为分别研究定性，特别注

重收集、固定交易合同、后

台服务数据、流水账单、工

资清单等客观性证据，为

下一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奠定扎实基础，。

今年 6月以来，新昌

县检察院以吴某等70余

人分别涉嫌非法控制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诈骗罪，陆续

向新昌县法院依法提起公

诉。

11月18日，经新昌县

法院审理认定，通过这些

“带病毒”的主板，吴某的

公司非法控制老年机达

330余万台，获取手机验证

码500余万条，出售获利

竟有790余万元，受害老

年人遍布全国 31 个省

（区、市）。

随着“铛”一声，法槌

落下，吴某因犯非法控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

罚金 60 万元，违法所得

616万元被追缴；童某因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并处罚金8万元，违法

所得7万元被追缴。

俞珂尔 张楠楠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保障

330余万台老年机“中毒”，500余万条个人信息被窃，受害人遍布全国

新昌端掉一个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犯罪团伙

“零成本，无投入，在家玩手机也能躺赚零花钱……”在QQ群、

朋友圈、微信群，大多数人都看到过这样一条广告。童某也不例

外，去年3月开始，他从事这份“兼职”，短短5个月里，利用非法购

买的6000余条公民个人信息“薅羊毛”，赚了7万余元。令人瞠目

结舌的是，这些个人信息竟来自于老年人的手机，数百万台老年人

手机“中病毒”后被非法控制。

近日，一条以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为犯罪手段的黑灰产业链

“串起”的70余名涉案人员被新昌县法院判处刑罚。

老年人手机为何接收不到验证码

去年 8月，新昌县的

小朱给外婆买了一台老年

机，他在网上营业厅给手

机换套餐时，发现接收不

到验证码，但将电话卡装

到自己的手机里，验证码

却能正常接收，他怀疑外

婆的老年机被装了木马，

随即报警。

接警后，新昌警方展

开初查，经过检测发现小

朱外婆的老年机被植入了

木马程序，验证码被木马

程序截获后发往了深圳的

一家科技公司。警方还发

现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

他们相继检测了20多台

同款老年机，都发现了相

同问题。

鉴于案情重大，绍兴、

新昌两级公安机关成立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专案

组，在查明整个犯罪团伙

的组织框架后，赶赴深圳

将这家科技公司的所有涉

案人员“一锅端”。

吴某是这家公司的负

责人。公司在经营中发现

老年机使用人数较多，老

年人又不熟悉手机操作，

套取他们的个人信息更方

便、更隐秘。

吴某供述，公司开发

了装有木马程序的移植

包，与多家老年机主板生

产商合作，将移植包植入

主板之中，一旦电话卡插

入老年机里，木马程序就

能获取手机号码等信息，

还能自动拦截验证码，传

输至后台数据库，也就是

所谓的“对码平台”。

公司有专门人员从事

对码工作，确保每个验证

码和手机号码一致，以便

进入下一个流通环节……

数百万条公民个人信息去哪了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吴某的公司除了使用少量

非法获取的手机号码和验

证码进行APP注册、刷量

获利以外，绝大部分都出

售给了像“番薯”平台这样

的公民个人信息“批发

商”。

这些平台是这条黑色

产业链里的重要一环，在

“行业”里被称为“接码平

台”，他们从吴某这样的公

司低价购入个人信息，通

过QQ群、微信群加价出

售给“薅羊毛”的团伙和个

人，从中赚取差价牟利。

一台台老年人手机，

一条条手机号码和验证

码，公民的个人信息就这

样进入了黑市场，再被层

层买卖、使用获利，在全国

范围内形成了一张庞大的

犯罪网。

文章开头提到的童

某，就是“薅羊毛”的一员，

属于犯罪链的最下游。那

么这些“薅羊毛”的团伙和

个人，又是如何利用这些

购买的手机号码和验证码

赚钱的呢？

经调查，这些团伙和

个人，利用电商平台给新

注册的用户发放优惠券、

新人红包等机会，领取后

变现换钱，也有一些人通

过注册大量账号在 APP

中刷点赞数、刷流量赚

钱。

诸如此类，“薅羊毛”

的形式和手段各式各样、

无奇不有。

谁又能意识到，这些

人轻松赚钱的背后，却是

数以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

非法获取、倒卖、牟利。更

可怕的是，吴某在供述中

提到，下一步，公司已准备

“进军”儿童电话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