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8.26 星期三
责编 周震 ｜ 版式 陈亮 ｜ 校对 小缪A08 看无锡

近年来，除了传统的电销保健品诈骗外，电销收藏品诈骗也成为老年人消费骗局的重

灾区。为何有些老年人总是接到推销电话，为何对方对名字一叫一个准，连买过什么产品

都知道？在净网2020行动中，梁溪公安分局网安大队对贩卖老年人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

链进行了专项打击。昨天，办案民警介绍了相关案情，揭露出背后的多环节犯罪情况。

本报讯 为提高业绩，
理财顾问竟帮人买毒品。
近日，惠山法院审理了这样
一起案件。

周某和吴某（已行政处
罚）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周
某在某保险公司担任理财
顾问，为增长业绩，想到吴
某的交际范围广，遂让吴
某帮其联系客源。吴某先
是满口答应，但随后话题
一转，让周某帮他一个
忙。原来，吴某是瘾君子，
吸食冰毒多年。“最近我这
瘾头上来了不好受啊，以
前的‘供货商’也断了联
系，你给我想想办法，找点
购买渠道。”周某权衡再
三，“争业绩”的想法还是
占了上风，最终答应了吴
某的要求。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某
得知和自己同住一个小区
的张某（已判刑）是一名吸
毒人员，就向张某提出自己
有朋友要买毒品，让张某帮
忙联系货源，张某爽快地答
应了。周某把这一信息告
诉吴某后，吴某很高兴：“我
把钱用微信转给你，要是不
够你先帮我垫一下，你拿到
货以后给我电话，我来拿。”
周某觉得自己既不是卖家

也不是买家，在中间传递一
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决定

“帮忙”帮到底。在毒品交
易过程中，吴某和张某产
生了分歧，周某作为中间
人，帮他们双方磋商毒品
数量、价格等，并促成吴某
和张某的交易。之后，周
某让吴某微信转账给自
己，再转给张某。到了晚
上，周某和张某约在小区
隐蔽处见面，张某将用感
冒药盒子包装好的毒品交
给周某。周某拿到货后，
立即打电话给吴某，半小
时后，吴某开车至小区门
口从周某处取走了毒品。

惠山法院审理认为，周
某居间介绍他人买卖毒品
冰毒，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
品罪，属共同犯罪，判处周
某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法官介绍，周某虽然只
是给朋友“帮忙”，且未从中
获利，但居间介绍者在毒品
交易中处于中间人地位，在
确定毒品交易数量、价格等
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客观上
促成了毒品交易行为，无论
其本人是否获利，均与交易
一方构成共同犯罪，也必将
受到法律的严惩。（甄泽）

本报讯 奶茶、甜品，是
不少年轻人的“快乐源
泉”。然而近期有多家知名
饮品、甜品门店被曝出因使
用过期原料、卫生状况差等
问题“吃罚单”。涉事饮品、
甜品品牌在无锡门店的情况
如何？24日，滨湖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饮品、甜品经营
门店展开突击检查，同时，特
邀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部分产
品原料进行抽样检测。

此次检查对象为滨湖
区万达、融创茂商场内的桂
源铺、奈雪的茶、满记甜品
等饮品、甜品店。检查中，
执法人员重点对上述门店
的人员管理、食品原料来源
及贮存是否合规、是否在有
效期内、人员操作是否规范
以及加工制作场所清洁消
毒是否符合要求等方面进
行检查。

经检查，上述门店的人

员管理、卫生状况、原料来
源及贮存等情况均符合相
关规范要求。但检查中执
法人员也发现一些问题，比
如，在奈雪的茶（万达店）操
作间内，存在部分食品与食
品相关产品混放的情况，两
台饮品机摆放位置离地离
墙不足10厘米。对此，执
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
涉事门店立即按要求整改
到位。

检查过程中，第三方机
构检测人员对被检查门店
制售的芒果冰、冰块等原
料现场抽样封存，并将对
抽检样品的菌落总数等项
目进行检测。滨湖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
监管科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抽检结果将及时向社
会公示，如出现检测结果不
合格等食品安全问题，该局
将依法调查处理。 （刘娟）

118人+3个团伙，贩卖近亿条个人信息
他们的目标都是老年人，警方实施全链条侦查打击

为发展客户
理财顾问帮人跑腿购毒
终因贩毒罪吃了官司

知名饮品、甜品店因食品安全问题被罚

我市门店状况如何？
监管部门突击检查

据了解，警方抓获的诈
骗团伙和贩卖公民个人信
息嫌疑人之间，因为非法利
益勾连在一起，虽然不同团
伙的嫌疑人互不认识，却如
同绑在一条线上的蚂蚱。
针对黑灰产业链的特点，警
方研判网上通联、资金渠
道、数据资产和网上行为特
征，利用技术手段抽丝剥
茧、深度研判，进行了多链
条、全链条打击。

贩卖老年人个人信息
的都是些什么人？民警说
主要为无业人员，其中不乏
从诈骗团伙“转行”来的。

比如在河南禹州破获的4人
团伙，嫌疑人之前就是诈骗
团伙成员，因为觉得诈骗的钱
没有贩卖信息来得快，于是合
伙租了房子放上几台电脑成
立所谓工作室。其他不少嫌
疑人则是单独作案，既不要同
伙也不要电脑，直接在手机上
打包交易。

点点手机、敲敲键盘，
文件发出去，钱款汇进来
……据调查，对个人而言很
重要的信息，被不法分子低
价转手。一些老旧、多次转
卖的信息，售价仅一两分
钱，比较新的个人信息，也

就只值一两元。“生财之道”
在于走量和反复交易，贩卖
个人信息的嫌疑人作为诈
骗团伙“中间商”，不停干着
不法的勾当。从一段嫌疑
人与网友的聊天记录中，民
警发现嫌疑人明知违法却
唯利是图不知收敛：“听说
买卖数据违法。”“怎么了？
是啊，所以有风险啊。”“今
年严打。”“嗯，我知道的很
多进去了。”“那你还卖？”

“你要是联系不上我估计也
那啥了……刀口上舔血。”

（晚报记者 念楼/文 警
方供图）

嫌疑人自称“刀口上舔血”

去年9月上旬，警方在
侦办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案件过程中，对嫌疑人龙某
的下家杨某某进行研判，发
现杨某某涉嫌将购买的公民
个人信息用于自己公司的电
销诈骗。经调查，警方在北
京房山区破获以杨某某为首
的诈骗团伙，当场抓获嫌疑
人9名，并在公司仓库内查
获大量“收藏品”，包括纪念
币、纪念章、玉玺、字画等，以
及伪造的配套藏品证书等文
件。据调查，这家公司用买
来的老年人个人信息开展电
话销售，嫌疑人冒充文化部
等国家机关的名义，高价向
老年人推销假冒建国七十周
年纪念品，累计诈骗金额
400余万元，受害人多达500
余人，遍布全国各地。

捣毁该诈骗团伙后，办
案民警继续追踪，在湖北、湖
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河
南等地抓获多名贩卖老年人
个人信息的嫌疑人。其中，警
方在河南禹州打掉了孙某某
等4人组建的一个工作室，从
他们的不法交易中，警方又获
得了新线索。

根据线索，办案民警今
年4月下旬在河北定州将王
某彬等8名诈骗团伙成员抓
获。经审查，该团伙通过在网
上购买大量的老年人个人信
息，冒充国务院、人民银行、中
国收藏家协会等有关部门，以
发放疫情补助的名义对购买
过“收藏品”的老年人实施电
话诈骗，累计作案100余起，
涉案金额近200万元。

上月下旬，民警又在当

地将王某涛为首的诈骗团伙
抓获。该团伙通过在网上非
法获取购买过“收藏品”的老
年人个人信息，冒充中国收
藏家协会、香港英皇国际拍
卖公司电话联系老年人，以
高价回收老年人手里的“藏
品”为由收取“保证金”“手续
费”，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据统计，去年 9 月至
今，梁溪警方打击黑灰产业
链条，共抓获贩卖老年人个
人信息犯罪嫌疑人118名，
查获涉及全国33个省市的
近亿条老年人个人信息，并
打掉下游利用老年人信息对
老年人实施“收藏品”诈骗团
伙3个，抓获20多名嫌疑人，
涉案金额近千万元。“根据办
案中获得的线索，我们还在
深挖追查”，办案民警说。

黑灰产业链里揪出大批嫌疑人

市民张大爷日前接到
自称北京收藏中心工作人
员的电话，对方向他推荐一
套纪念币，声称他们遵从文
化部指示，按照原始发行价格
出售。对方说，张大爷是被抽
中的少数幸运者，能享受优惠
价购买纪念币。张大爷信以
为真，花4000多元买了。这
套纪念币实际成本只有上百
元，且毫无收藏价值。民警
后来抓获了诈骗团伙嫌疑
人，根据嫌疑人的“台账”联
系张大爷核实事情经过时，

张大爷才意识到被骗了。
张大爷之所以被骗子盯

上，是因为他平时喜欢投资收
藏品。在过去几年里，他花
10万多元买各种收藏品。经
常是由收藏公司、收藏协会打
来电话，张大爷听完一番天花
乱坠的推销后心动不已，深信
藏品升值潜力巨大，便用积蓄
购买一堆“宝贝”。

张大爷的“复购行为”，
在一些老年人中很有典型
性，这令他们成了骗子眼中
的“香饽饽”。民警前期通

过网络巡查发现，网上有人
买卖所谓的“老年数据”。

“诸如口服保健品老年数
据、老年收藏爱好者数据、
冬虫夏草数据等，其实里面
都是公民个人信息”。民警
说，买卖的信息中包含老年
人的姓名、电话、住址，甚至
购买过哪类产品等。这些
信息被不同的诈骗团伙购
入，随后变成打给张大爷、
李阿姨或王大爷的一个个
精准推销电话，对老年人实
施一而再再而三的诈骗。

网上有人买卖“老年数据”

警方查获的部分警方查获的部分““藏品藏品””和个人信息文件和个人信息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