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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三人吃了官司

本报讯 江阴法院近日判
决了首起收购、出售电话卡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案。

被告人吴某发在某交友软
件里认识了一名网友，应其要
求购买GOIP网关发射器，对方
按1个端口1小时170元付费
并先行出资10000元。明知上
家是用于信息网络犯罪，吴某
发仍在网络上陆续购得两台，
并帮助上家收购电话卡。被告
人付某建明知吴某发购买电话
卡可能用于网络犯罪，仍帮助
提供电话卡并在微信群里发布
办理手机卡出售的信息，然后
联系到了被告人杨某海，由杨
某海与谢某（另案处理）共同纠
集多人在江阴周庄镇办理电话
卡，并出售给付某建。吴某发
以每张260元从付某建处收购
电话卡80余张，其中50余张为
付某建以每张200元的价格从
杨某海等处购得。吴某发将购
买的电话卡插入发射器并调试
成功后，由上家远程操作使用，
吴某发从中共获利 11000 余
元。

诈骗人员通过远程操控实
施诈骗，其中使用从杨某海等
处购得的3张电话卡成功诈骗
6人，共计29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三名被告
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犯罪，为其犯罪提供通讯传输
等技术支持，情节严重，均已构
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最终判处吴某发有期徒刑一
年，并处罚金六千元；付某建有
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千
元；杨某海拘役五个月，并处罚
金三千元。

（宋超）

本报讯 通信代理商竟有偿替
人查询个人电话号码，先后非法查询
并贩卖公民手机号信息40万余条。
近日，滨湖区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批捕平某和张某。

家住滨湖区的周阿姨前阵子遇
上一桩蹊跷事，她的手机频频接到
催款电话。对方告诉她，如果不按
时还款就要去起诉。周阿姨不认识
对方，感到莫名其妙，但仔细一想，
多年前自己丢失过钱包，当时钱包
里有身份证、银行卡，她怀疑证件被
人冒用了。不久周阿姨又接到银行
电话，询问中得知自己的身份证被
人在外地某银行办了一张信用卡并
贷款1万多元，因此才会接到催还
款电话，周阿姨赶忙报了警。警方
调查发现，接到催款电话的不止周

阿姨，市民王老伯几年前通过正规
渠道借了一笔款项，后因手头拮据
还有1.5万元没还，最近也接到多处
打来的催款电话。

通过侦查追踪，今年3月警方
赴重庆将平某、张某等人抓获。据
调查，去年9月，平某作为代理商在
当地开办了一家电信社区门店。一
个多月后他被拉进某个微信群，群
里有客户自称是做信用卡催款业务
的，向他咨询能否查询特定手机
号。两人熟悉后，平某开始有偿查
询身份证对应的手机号。

根据上家发来的名单，平某将
表格交给手下店长张某，由张某分
派给员工柏某等人（另案处理），每
人利用工号登录系统，查询结束再
由平某反馈给上家。查询一份名单

花不了几分钟，成千上万的用户个
人信息便这样被打包贩卖。生意好
时，平某一天可接40多单，少时也
有七八单。短短半年，平某与张某
等共贩卖公民个人信息40万余条，
已查实获利8万余元。

有了这项“副业”，店长张某每
月拿到的提成已超出原本的工资收
入。同样利欲熏心的还有平某，作
为营业厅代理商，在利益面前把自
己签过的保密协议抛在了脑后。承
办检察官提醒，随着信贷业发展衍
生了催款行业，贩卖个人信息的灰
色产业应运而生。相关行业需要进
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提高数据
信息防护，加强对员工的网络安全
和法治教育，杜绝“内鬼”泄露个人
信息。 （小任）

本报讯 近日，一名旅客在无锡
火车站过安检时，不慎拿错了手提
包，遗失包内的8万元黄金饰品。在
铁路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两个“孪
生包”最终物归原主。

当天下午2时许，旅客陈先生在
无锡火车站南广场过完安检后，发
现自己携带的黑色手提包不见了，
安检仪上只留下一个外观几乎一模
一样的包。意识到自己的手提包可
能被错拿后，陈先生立即追上前，可
前面那名旅客一眨眼不见了踪影。
情急之下，陈先生只好拿着安检仪
上的另一个手提包来到民警值班室
求助。

接警后，民警打开陈先生送来
的包进行检查，试图在包内找到失
主的联系方式，竟发现包里有大量
黄金饰品，价值不菲。通过包内一
张社保卡，民警很快与旅客朱先生

取得联系。接到民警电话的那一
刻，朱先生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手提
包拿错了。幸运的是，由于发现及
时，朱先生此刻还未离开候车室。

原来，朱先生在常州从事黄金
生意，包里的黄金饰品是他此次来
无锡进的货，价值8万余元。由于当
天行程匆忙，朱先生到达火车站时
距离他所要乘坐的列车开车时间已
不足20分钟，他过完安检后拿起包
就着急往候车室跑，万万没想到错
拿了和自己包外观几乎一模一样的

“孪生包”。最终在民警帮助下，朱
先生和陈先生当面清点了包内物
品，确认无误后双方交换拿回了自
己的背包，并向民警表示感谢。

警方提醒，在车站安检口“孪生
包”错拿事件屡见不鲜，尤其是黑色
背包常撞上孪生“同胞”，建议带黑
色背包出行的旅客可在背包上增加

个性化、方便辨认的装饰品，如挂
饰、贴纸等，以免发生误拿等情况耽
误行程。 （蔡佳 陈逸）

安检口错拿“孪生包”险些丢了8万元黄金
民警：黑色行李包可增设个性化装饰品加以区分

利欲熏心做“副业”——

“内鬼”贩卖40万余条个人信息

本报讯（晚报记者 念楼/文、摄）
昨天下午，两辆外观几乎一致、车牌
号码也相同的保时捷轿车“碰面”
了。经交警部门鉴别，其中一辆为套
牌车。

“我们特地开过来帮交警做个

证”，其中一辆车的车主韩先生告诉
记者，上月他收到一条电子警察通
知，交通违法发生地显示为无锡。但
这辆车平时都在上海使用，韩先生很
纳闷，便查询了事发时段的车辆轨迹
和录像，向上海交警反映之后，联系

到无锡交警将这个违章销掉了。“没
过多久，又来一张违章通知单！”韩先
生随即向无锡警方举报此事。截至
假车被查获，韩先生共收到开车打手
机、违法停车等三个无锡地区的违
章。韩先生说，那辆车乍看很难和他
的车分辨出来，他在上海查询电子警
察抓拍照片时，就发现该车与自己的
车子颜色、号牌等都是一样的。即便
昨天到了现场，两辆车放在一起，韩
先生也感到很惊讶。“内饰有些不
同。我们的车牌铆钉上有个沪字，那
辆车车牌铆钉没有字。车头的灯也
有些不一样，但开在路上几乎看不出
来。”为此，韩先生很感谢交警部门迅
速查扣了问题车，还自己的爱车“清
白”。

惠山交警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
曹伟介绍，事发前他们接到了交通指
挥中心的布控指令，辖区里有一辆套
牌保时捷。根据分析，这辆车常在洛
社地区活动。交警蹲守约一星期后，
在路上将车辆拦截。经初步检查，这

辆车不仅存在套牌问题，连车辆行驶
证、车架号等都和原车一样。而车辆
驾驶人当时也非常诧异，反映这辆车
是别人抵押给自己的，一套手续很齐
全。

“套牌车真正的车辆识别代号已
找到”，车管所检验科科长杨尚利说，
这辆车克隆手法专业，更改了车辆多
个部位的“身份印记”。为仔细检查
确认，交警和维修人员在鉴定过程中
还拆掉了副驾驶座位。通过保时捷
4S店协助查询的全球联网维修记录，
这辆车是在国外生产、销售和使用，
但2016年之后就没记录了，很可能
通过不法渠道进入了国内。据悉，由
于现驾驶人不清楚车辆状况，交警部
门会通过公安平台等对车辆来源作
进一步调查追踪。交警提醒，当他人
将车辆抵押给自己或进行二手车交
易时，对于一些价格不菲的进口豪华
车辆，要核实车子真实身份，避免遇
到走私车、套牌车等，以免给自己带
来损失。

明明车在上海，却连续收到在无锡的违章通知……

“孪生”保时捷“见面”，套牌货终显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