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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案源跨省侦办 捣毁非法生产窝点
鄂尔多斯市东胜警方破获特大制售有毒有害保健食品案

本报记者●李亮 通讯员●刘英英

近日，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分局刑事
侦查大队加大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打击力
度，深入调查走访摸排线索，成功捣毁 3 处
VOIP诈骗窝点，关停7条固话诈骗线路，抓
获 3 名犯罪嫌疑人，破获 10 余起冒充警察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5 月 22 日 14 时许，家住海勃湾区某小
区的吴女士报警称：她接到一个自称是“公
安局户政科民警”的电话，说她涉嫌非法入
境，后将电话转接“沈阳警方”解决此事。

“沈阳警方”说她涉嫌洗钱，让她向对方提
供银行卡账户，下载对方要求的软件，共享
手机屏幕查看她的银行卡流水，并让她给
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她感觉不对劲，没
有转账，却发现银行信用卡被交易2500元。

无独有偶，仅仅过了 2 小时，5 月 22 日
16 时许，家住海勃湾区某小区的许女士报
警称：她接到一个自称是“公安局户政科民
警”的电话，说我涉嫌非法入境，后将电话
转接“沈阳警方”解决此事。“沈阳警方”说

她涉嫌洗钱，让她向对方提供银行卡账户，
下载对方要求的软件，共享手机屏幕查看
她的银行卡流水，并让她给对方提供的账
户转账10000元，转账后，对方挂断电话。

进入5月下旬没几天，警方就接到类似
诈骗案件10余起。

海勃湾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中
队在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后，立即召开案情
分析会，初步研判分析，这些系列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使用本地固
话线路，冒充公安局民警，进而取得受害人
的信任，骗术升级。甲地安装固话和 VOIP
设备，异地居住，转移公安机关视线，给侦
查破案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民警们第一时
间展开紧急止付措施，对涉案固定电话线
路进行核实调查。第一时间与移动、联通、
电信三大运营商了解情况，关停涉案固定
电话，核实装机人员身份和住址，一张网撒
向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

警方根据嫌疑人身份信息和居住地

址，围绕嫌疑人关系往来和活动规律，分组
展开秘密调查排摸蹲守追踪工作，于5月24
日上午11时、29日上午10时分别在某奇石
街、装饰城、公寓楼出租房屋内将犯罪嫌疑
人谢某等三人抓获。

经审查，来自海勃湾区现年 37 岁的候
某供认：他今年 4 月份去云南等地旅游，其
间认识了一个外地朋友，在酒酣耳热之际，
透漏给他一个来钱快的秘密，就是低成本
在本地开通固话线路，安装上 VOIP 设备，
链接境外远程拨号，经过 VOIP 设备一转
换，为境外诈骗分子实施电信诈骗提供帮
助，每条线路一个月的佣金就高达 3 万多，
多找人开上几条，一本万利。这番话对于
候某来说，无异于瞌睡给了个枕头，进入 5
月份，他就开始租房，分别和女朋友及好友
开了三条这样的线路进行犯罪活动。

目前，谢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海勃
湾警方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
事拘留，该案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固话”骗局
乌海市海勃湾警方捣毁3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

本报通讯员●杨利军●嘎日迪●郝龙

按照“昆仑2023”专项行动部署，鄂尔多
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环食药侦大队坚持民
生导向、问题导向，靠前一步、深挖案源，对
环食药领域重点案件特别是团伙性、系列
性、跨区域案件开展专案经营，实施全链条、
全环节打击。近日，该大队经过近一个月的
缜密侦查，多方调查取证，成功破获一起特
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性保健品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9 人，捣毁生产、仓储窝点 5 处，查
获有毒有害保健食品 56 种 9400 余万粒，产
品包装等各类生产原材料 1 宗，涉及内蒙
古、贵州、四川、云南、河北、重庆等全国多个
省份，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

街边兜售 保健品添加非法成分
今年 5 月，东胜分局环食药侦大队民警

在工作中发现，东胜区欢乐谷广场、大兴早
市等场所附近有人沿街兜售多个品类的“三
无”性保健产品，且该产品可能含有非法添
加的有毒有害成分。东胜公安分局高度重

视，成立了以环食药侦大队为主侦力量的专
案组，迅速展开调查工作，并第一时间委托
专业机构对该产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该产品中含有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西地那
非”等西药成分。

“西地那非”作为处方药，是国家明令禁
止在保健品中添加的成分。“西地那非”使用
不当可能引发不良反应，包括头晕、恶心、消
化不良、血压下降、视觉异常，并有可能造成
心源性猝死，对服用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
成严重威胁。

循线深挖 警方剑指千里之外
5 月 16 日，专案组集中收网，分别在欢

乐谷广场、大兴早市等场所附近将沿街兜售
该有毒有害产品的苏某、文某、保某、她某、
阿某 5 人成功抓获，并在上述人员家中查获
有毒有害保健产品 30 余种 100 余万粒。经
讯问，5 名犯罪嫌疑人对其今年 4 月份以来
在东胜销售有毒有害“三无”保健产品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据 5 名犯罪嫌疑人交待，
其销售的涉案保健产品均从老家四川省巴
中市一杨姓女子处购买。侦查民警抽丝剥
茧、顺藤摸瓜，连夜奔袭四川巴中。5 月 25
日，经过连日追踪蹲守，民警成功将上线杨
某一举抓获，并在其库房内查获有毒有害保
健产品30余种300余万粒。

直捣黄龙 非法生产窝点被端
犯罪嫌疑人杨某到案后，侦查民警不断

扩大战果，再次循线深挖，成功锁定向杨某销
售有毒有害保健食品的上线吴某、袁某、泽
某。6月1日，侦查民警辗转成都，成功将犯
罪嫌疑人吴某、袁某、泽某3人抓捕归案。但
吴某、袁某、泽某3人避重就轻、负隅顽抗，拒
不交待生产及仓储窝点。专案组成员及时调
整侦查思路，进一步扩大范围缜密调查取证，
后在当地环食侦大队密切配合下，最终将吴
某、袁某、泽某分别藏匿在两个住宅小区内的
生产车间2个、存储仓库1个成功捣毁，现场

扣押有毒有害保健品成品56种9000余万粒，
以及大量产品外包装和作案工具。经查，自
去年10月起至今，犯罪嫌疑人吴某、袁某、泽
某在其租用的生产车间内陆续包装生产各类
含“西地那非”成分的有毒有害保健食品，并
销往内蒙古、贵州、四川等多个省份非法牟
利，涉案金额累计高达1000余万元。

目前，涉案的 9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警方提示：广大消费者购买保健食品时
要仔细鉴别其外包装。正规厂家生产的保
健食品外包装标志包括：保健功能和适宜人
群、食用方法和服用量、贮藏方法、功效成分
及含量、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保健食品标志
（天蓝色图案，下有保健食品字样，俗称“蓝
帽子标志”），“三无”保健食品则无上述字样
标识。购买保健品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
买，对来路不明的保健品要时刻保持警惕心
理，以免损害身体健康。

张贴色情小卡片
警方循线抓嫌犯

赤峰讯 近期，辖区居民多次举报，赤峰
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多个小区和沿街停放的汽
车车身、车窗，被贴上了带有“平庄同城约炮”
的色情小卡片，严重影响了辖区居民的生活
及社会风气。元宝山区公安分局高度重视，
迅速组织警力，对相关小区、街道开展走访调
查，经过一系列分析研判，办案民警最终在御
龙湾小区附近将违法行为人王某成功抓获。
随后，民警循线追踪，又将组织者李某成功抓
获，查获淫秽色情卡片2000余张。

经查，自今年3月中旬以来，两人先后在
赤峰市红山区、松山区、元宝山区平庄镇多
次将涉黄贴纸贴在汽车上，以达到投放色情
广告的目的，并从中非法牟利 。经过民警进
一步调查发现，这些涉黄小卡片上，无一例
外均有涉黄网站链接，及下载 APP 的二维
码，打开链接后会出现几秒涉黄视频，若要
继续观看就需要充值或开通会员，以各种名
义让被害人转账招嫖，不法分子就是利用扫
码群众的猎奇心理，通过大量散发“小卡
片”，引诱群众一步步落入陷阱。

目前，王某、李某二人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行政拘留。

警方提示：“小卡片”里套路多，“美女”骗
你不用说，看似涉黄卡片，实则是诈骗分子实
施诈骗的手段之一。诈骗分子利用“色情”引
流，诱骗受害人先下载涉诈APP，再以刷单、赌
博、裸聊等方式，实施精准诈骗。 （朱洪乐）

为切实增强教师和学生的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创建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巴
彦淖尔市五原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会同县消防救援大队、供电局等部门走进第七小学开展
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向全校师生普及交通、消防、防溺水、健康等知识。同时，号召同学们
不仅要自己学习和了解交通安全知识，还要把这些知识传递给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争取
让周围的人都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营造良好的交通安全环境。

张晨芳 摄

交警消防进校园 共上交通安全课 首府警方破获首例
非法经营电子烟案

本报讯（记者 王丹）在国家对电子烟产
品统一规范管理之后，非法电子烟生产和销
售商为牟取暴利，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对消
费者特别是对未成年人极具诱惑力。日前，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环食药侦大
队破获呼和浩特市首例非法经营电子烟案
件，抓获涉案嫌疑人3人，查获电子烟产品1
万多支。

该案系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烟草专卖局
提供的线索，称有人在新城区某地非法经营
电子烟，且涉案金额较大。新城区分局领导
高度重视，迅速协调成立专案小组，经过连
夜蹲守，全面掌握了嫌疑人的行动规律、经
营地点和库房位置。

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刘某、曹某合伙
经营电子烟店，因生意不景气，电子烟店歇
业并注销了烟草零售许可证。3 人将剩余
的电子烟产品存放于新城区某地继续销
售。经过对查获的 1 万多支电子烟产品进
行初步核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经讯问，李某、刘某、曹某对自己涉嫌非
法经营电子烟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3 名犯罪嫌疑人因非法经营电子
烟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该案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手机密码泄露遭盗刷
原来邻座动了歪心思

包头讯 近日，包头铁路警方查处了一
起利用电子支付盗刷他人钱款的案件。

6月6日，从Z180次列车下车的杨先生发
现手机里有3条共计1200元的支付记录，但
是，他印象中并没有这些消费，认为自己可能
是向他人借用手机时遭遇了盗刷，于是向铁路
警方报警求助。了解情况后，乘警通过杨先生
提供的线索快速抓获嫌疑人薛某，并交由前方
包头车站派出所进行下一步处理。

经民警讯问得知，当天早晨，在Z180次
列车上，薛某发现邻座的杨先生扫码购物时
毫无遮挡防备，便动起了歪心思，暗自记下
了他的支付密码。之后，薛某主动与杨先生
搭话，并谎称自己是“公职人员”，以此骗取
杨先生信任，待两人“感情熟络”后，薛某假
称自己手机没电，需要借用手机拨打电话，
将杨先生的手机带到卫生间，输入之前记下
的支付密码向自己的微信扫码转账 1200
元。将手机归还后，薛某看到杨先生毫无觉
察地到站下车，以为自己阴谋得逞，没想到
转眼就被铁路警方抓获。

目前，嫌疑人薛某对自己在列车上实施
盗窃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包头铁路警方
依法对薛某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的处罚，并
将其非法所得的1200元返还给杨先生。

（宋艺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