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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黄巷分
局相关负责人提醒，按照我国《食品
安全法》规定，“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
时，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
合格的证明文件。食品经营企业应
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
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
号、保质期、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
进货日期等内容。”食品经营者一定要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把好“进

货关”，否则将因此承担相应责任。
该负责人同时提醒消费者，对

于网红零食，切勿盲目跟风购买，要
选择在正规网络平台和商家下单，
选购食品时，要注意检查食品标签
是否清晰、规范，注意查看标签上的
产地、生产日期、配料成分等基本信
息，如发现问题食品，请保存相关证
据，及时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或拨
打12315投诉举报。 （刘娟）

承办检察官介绍，这种
俗称“杀猪盘”的诈骗方式以
网络交友起始，进而诱导投
资，以“放长线”为特征，“养”
得越久骗得越狠。其实群里
很多人都是团队成员分角色
扮演，群友再三恳求、“老师”
一再推脱等都是表演，只为吊
足客户胃口，引诱客户注册投
资平台。

该诈骗团伙利用社交聊
天群，以“荐股”、炒“区块链”、
炒“欧洲平均工业指数”等为

幌子，故意指导反向操作导致
受害人亏损，并阻止出金，致
使受害人血本无归。为躲避
打击，诈骗团伙以两到三个月
为一个周期，到期解散所有聊
天群，重新开始一轮诈骗。中
国警方跨国合作打击网络诈
骗，后来该团伙流窜至境外某
国继续行骗时，被当地警方查
获并移送回中国。根据目前
的统计，该案受害人达300多
名，涉案金额超过1.2亿元。

（晚报记者 念楼）

原以为是投资新渠道，殊不知掉进骗局血本无归……

涉案金额1.2亿元，60名嫌疑人被起诉
近日，滨湖区检察院对一起特大跨国网络诈骗案

中的60名嫌疑人提起了公诉。据了解，该诈骗团伙总
涉案人员750多名，由省内多家检察机关共同参与案
件办理，其中公安机关移送该院审查起诉的有60人。

跟着“老师”投资却连连亏损

市民李先生是受害人之
一，事发前他被拉进“某某证
券擒龙实盘”微信群，里面的

“杨老师”自称股票专家，不
少群友称赞跟着炒股赚了不
少钱。李先生在股市关注

“杨老师”推荐的几只股票
后，发现有的是有一定涨幅，
不禁心动了。随后，一名群
友拉李先生进入小群“探讨
炒股技巧”，不久“老师”开始
直播推荐投资内容。在此期
间，李先生发现网上有人揭
发“杨老师”是骗子，他向群
友求证，群友一口咬定是网
友造谣。李先生也没多想，
最终跟着注册了投资平台。

注册方式方便快捷，李先
生登录投资平台后充值了10

万元，接着按群友及“杨老师”
指示操作，很快小赚了一笔。
李先生信心大增，摩拳擦掌期
待更多受益，可之后迅速下
滑，本钱跌掉了近一半。经

“老师”开导，李先生再次投
资10万元，怎料仍旧一派颓
势，投进去的钱不涨反跌。
李先生心情沮丧，想退出投
资平台及时挽回损失。结果
他收到群客服的提示，称平
台升级账户会清零，需要客
户提供账户密码提前备份，
而且当天客服已经下班了，
无法完成提款手续。为拿回
钱款，李先生只能提供账户
密码。可到了第二天凌晨，
李先生发现账户已被清空，
自己也被拉黑，意识到被骗。

背后诈骗团伙“放长线钓大鱼”

据调查，团伙头目黄某某
原是国内一家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的老板，主营农副产品贸
易。在2018年初的员工大会
上，他提出一个“宏大”的计
划：要到境外“发展业务”，如
果有人愿意继续跟着他干，
不但包吃包住，薪资还会有
所上涨。优厚的条件吸引了
不少老员工参与，加上公司
在网络上打出“出国工作、薪
资上万”的诱人广告，这个

“境外项目”招揽到100多名
年轻人，这批人前往了东南
亚地区的一家酒店。

到当地后，刘某某、魏某
某等人开始带着各自“团队”
开展“业务”。他们每天的任
务就是在手机、电脑上聊聊
天，工作看起来很轻松，还有
底薪加提成。“团队”负责人
告诉业务员，要学会包装成某
个身份与客户“邂逅”，然后把
对方拉进微信群培养感情。

调查发现，“公司”有一套
操作流程，业务员先要“养

号”，即每人手里有十几部手
机，每天看视频、打游戏、发朋
友圈，保持账号活跃度。接下
来是“灌人”，业务员组建微信
群，设群名、编号，并将二维码
发组长交外包团队用于添加
人员。第三步“筛选”又称“拉
精准群”，群里有人自称“老
师”，业务员按“话术”发内容
聊天，同时作为“水军”负责吹
捧“老师”。随后他们将目标
客户筛选出来单独拉群，群里

“老师”会推股票、讲股市，“水
军”烘托氛围同时想方设法拉
近与客户的距离获取信任。

待时机成熟，“老师”会
应群友要求定时在群里开设
直播间课程，传授炒股经验，

“水军”迅速跟进鼓动客户投
资。最后一步叫“营销”，也
称“杀单”。等客户充值到
位，后台“技术部”就通过修
改参数，操控盘面走势，等客
户前期稍微尝点甜头后加码
充值，业务员立刻操作让客
户亏钱，最终拉黑。

流窜诈骗涉案金额超过1.2亿元

穿上“自制外衣”
三无产品变身“进口网红零食”

近年来，网红零食特别是进
口网红零食，凭借其高颜值和新
奇口味，赢得超高人气。但在购
买这类零食时，消费者务必提高
警惕。近日，梁溪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理的系列“三无网红零
食”案中，涉案食品伪造的“漂亮
外衣”被扒开后露出真容——来
自国内“微商”的“三无产品”。

【案发】

进口网红零食标签有猫腻？食品购自微商，“身份证明”系伪造

去年1月，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黄巷分局接到外地市场监管部门
移交的一条线索：该地市场监管部门
接到群众举报，该地一零售商从梁溪
区一食品经营户处购进的一款进口
网红零食，标签存在问题。

黄巷分局执法人员随即赶至该经
营户处进行调查，现场查获上述进口
网红零食。该食品外包装文字为日文
字样，中文标签为其自行打印，进口商
信息涉及深圳、大连、广州三家公司。
而在法定进货查验义务方面，该经营
户也无法提供供货商许可资质及食
品报关证明及检验检疫证明。

随后，通过对该经营户的调查，
以及中文标签标注的进口商所在地
的市场监管部门的协助调查，证实该
进口商信息均为虚假信息。经进一
步溯源调查，执法人员查明，涉案零
食供货商系广州一微商，经营户从该
微商进购上述食品后，自行打印并张
贴了带有“产地：日本”等内容的中文
标签对外销售。

在查明事实后，黄巷分局依法对
该经营户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对辖
区内同类经营户进行约谈，通报案件
查处情况，并要求各商户先行自查整
改，及时召回相关食品。

【排查】

披上“自制外衣”，三无产品变网红，11家商家未把“进货关”被查

约谈商家的同时，梁溪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对辖区网红零食市场展
开全面排查，重点检查网红零食来
源是否合规、经营者有无严格落实
索证索票制度等情况。

截至目前，该局通过全面排查
及溯源追踪调查，共查获11家食品
经营户销售上述类型的“进口网红
零食”，涉及食品主要包括果冻、太
妃糖、豆乳饼干等品类，伪造的标签
上标称的产地以日本为主，上游供
货商均为广东一带的微商。

尽管供货微商不同，但这些零
食的“变身”过程如出一辙：经营户
从各自合作的“微商”处购进无标签
的“裸奔”零食后，为其“穿”上“自制

外衣”，扮作进口网红零食销售。购
进过程中，涉案经营户均未履行法
定的进货查验义务。

在接受调查时，涉案经营者的
解释也大致相同：这些进口网红零
食，包装时尚、口味新奇，深受年轻
消费群体喜爱，因此他们只顾追逐
销量，而忽视了自身进货查验等义
务。

综合各当事人的涉案情节，梁
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目前对其中7
起案件当事人予以相应行政处罚，
涉案食品均被依法没收；另 4起案
件正在调查中。鉴于涉案食品的终
端源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该局已
将相关线索通报至公安机关。

经营者应把好“进货关”，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