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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下架 夜间上架
——起底网购低价电视机骗局

“菜篮子专线”
传递人间烟火

新华社新华社 发发 朱慧卿朱慧卿 作作

今年5月，兰州市民王先生在
网购平台花费3000多元购买了一
台 65 寸的品牌电视机，比官方价
格低 1000 多元。他本以为捡了

“便宜”，收货后却发现产品包装箱
上没有商标，品牌名称用马克笔潦
草涂写，生产厂商、条形码等正规
标识信息缺失，画质也不清晰。

警方介绍，5月以来接到多起
群众报警，均称在网购平台购买的
品牌电视机存在频闪、高热、宕机、
断电等质量问题，故障无法彻底解
决，多次协调未果。

办案民警对比发现，涉事产
品除机身正面标识外，外包装、说

明书、保修卡上均没有相关品牌
商标或联系方式。品牌售后人员
也曾上门维修，但始终无法彻底
解决故障，“这些电视机的部分配
件和组合与我们品牌的同类产品
有所不同”。

经鉴定，涉事电视机系假冒伪
劣产品且存在共性特征：均打着品
牌电视机的旗号，涉及创维、索尼、
海信等品牌；均在网购平台售卖，
店铺名称带有“工厂店”“直销”“特
卖”等字眼。通过梳理涉事电视机
销售网店数目和销量，警方怀疑有
不法分子通过网购平台，有组织地
大规模制假售假、牟取暴利。

6月，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
成立专案组对该案立案侦查。

民警发现，涉案网店的账户资
金经层层洗转后流向安徽籍男子
张某。通过分析张某的账户，专案
组共挖出了17家销售假冒伪劣电
视机的可疑网店。

经过两个多月的线索跟踪和
证据固定，警方最终抓获张某等犯
罪嫌疑人 14 人，捣毁位于南方某
地的假冒注册商标制假售假窝点1
处，查封关停17家涉案售假网店，
查实已销往全国各地的假冒伪劣
电视机订单信息2.2 万余条，查明
涉案资金5000余万元。

花小钱买大牌 网购电视机存骗局

□新华社记者 李梓潇 张智敏 胡伟杰

电视机属于需要强制性认证
产品，未获得 3C 认证的一律不得
进口、出厂销售和在经营服务场所
使用。受访人士表示，自行组装的
电视机没有经过质检和认证，防触
电、防辐射等缺失，可能发生自燃，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质量检测部门对假冒品牌
电视机进行抽样检测，结果显示
屏幕的辐射值超出国家强制标
准 2 倍。

多位医生表示，辐射值超标
会影响睡眠质量，导致精神不振、
身体疲劳。“长期遭受辐射，将对

人体神经系统造成影响，导致头
痛、记忆力减退，对儿童和孕妇影
响更严重。”

“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电视机，
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侵犯产品
知识产权，破坏品牌企业和网购平
台的口碑和形象。”甘肃君谙律师
事务所律师吴君说。

付宇说，此类假冒伪劣产品通
过跨区域组装，在网购平台销售，
隐蔽性较强，公安、市场监管部门
和网购平台、品牌厂商应形成合
力，协作联动，加大打击力度，压缩
假冒伪劣商品的生存空间。

吴君等人认为，网购平台应持
续优化品牌和商品类别的关键词
检索算法，完善相关筛查监测机
制，严格审核入驻商家资质、平台
在售商品，定期披露和公示售假店
铺和假冒伪劣产品，畅通消费者反
馈渠道。

民警呼吁，广大消费者网购时
应仔细查看商铺名称、商品信息，
收到货后可向品牌方的官方客服
验证所购产品序列号；如遇到侵犯
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及时收集好
相关证据，主动维权。

新华社兰州9月4日电

暴露监管漏洞 多方联合加强打击

白天全部下架，夜间又重新上
架 ，售 价 比 官 方 旗 舰 店 低
30%……一些网购平台上，部分
电视机售价远低于官方价格，消
费者购买后发现故障频出。

近期，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
安宁分局破获一起特大生产销售
假冒品牌电视机案，揭开了低价
“品牌”电视机的骗局，一个分工
明确、售假涉及全国 20 多个省
份、涉案资金高达5000余万元的
家族式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经专案组查明，自2023年起，
张某纠集老家的十余名亲戚朋友
组成犯罪团伙，以公司化运营模式
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电视机。张某
为团伙头目，下设核心运维、贴牌
组装、线上销售、资金洗转四个团
队，彼此间分工明确、无缝衔接。

“犯罪分子以‘蚂蚁搬家’的方
式购置电视机所用零配件。”兰州
市公安局安宁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民警胡再兴说，这些零配件购自网
络平台、二手回收店等渠道，做工
粗糙，质量参差不齐。

据介绍，线上销售团队将多家
网店的订单信息汇总至贴牌组装
团队，由其“贴标装配”成“品牌”电
视机，再用U盘载入相关品牌的开

机画面，发给甘肃、北京、上海、河
北等20多个省份的消费者。这些
假冒品牌电视机的网上售价比官
方旗舰店售价低30%，以此吸引消
费者。

专案组查处违法组装电视机
的车间时发现，库房内堆积着大
量电视机外壳、主板和白板显示
屏，还有很多品牌透明贴纸，以及
部分准备发出和退回的假冒品牌
电视机。

记者注意到，与正规产品相
比，假冒伪劣电视机的品牌名称
中间有字母或空格，具有迷惑性，
该团伙正是以这种方式规避平台
关键字监测。而且为躲避平台人
工筛查、不被发现售假行为，相关

商品白天全部下架，夜间又重新
上架。

“网店还贴出伪造的品牌授
权证书，也有售前售后客服，承诺

‘三包’，话术完备。”胡再兴说，一
些店铺的销售额很高，经调查存在
平台刷单情况，犯罪团伙通过非
法虚增销量数据和好评，引诱消
费者上钩。

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治安
管理大队大队长付宇说，当消费者
质疑或投诉时，该团伙会声称“网
络版”和“线下版”价格不同，所以
质量不同，并视情况返现金、退换
货。许多消费者出于价格低廉、退
换麻烦等考虑，不再深究或接受

“协商方案”。

“躲”平台筛查 白天下架夜间上架

据新华社武汉9月4日电 晨光熹微，
城市还未苏醒，位于武汉南部郊区的江夏
贺站停车场早已灯火通明。停车场出入
口处的墙边，十多名菜农在等车，他们手
里杵着扁担，脚边放着篮子和编织袋，里
面装着刚刚采摘的新鲜果蔬。

凌晨5时40分许，顶着依稀可见的星
光，70岁的涂继兴和妻子李世玉扛起扁担，
把装了3麻袋的莲蓬慢慢挪进公交车里，
选择车厢靠中间的位置坐下。几分钟后，
这趟J202路公交正式发车，载着周边村庄
的菜农赶早到武汉江夏区城中心卖菜。

“这是我和老伴凌晨3点多采的莲蓬，
吃莲子米就讲个新鲜。”涂继兴边说边解
开麻袋给记者看，一个个绿油油的莲蓬，
有的上面还沾着露水。“今天采了 100 来
斤，到了市场，把莲子米剥出来，估计能赚
个300来块钱。”涂继兴说，自己和妻子闲
不下来，找点事做，既充实，还能给孩子减
轻压力。

40多公里、60座车站、单边行驶90分
钟，串起沿线30多个村落，每一天，武汉市
江夏区的 J202 路公交都会运送百余名菜
农进城卖菜。司机胡四民介绍，自2020年
开通以来，这趟公交成为沿线村民前往江
夏城区最便捷的出行线路。而接近终点
的北华街站附近，有着江夏区重要的农贸
集市。

涂继兴告诉记者，以前没通公交的时
候，村民种的蔬菜卖不出去，打车到城区
卖成本太高，大家索性就把剩下的蔬菜喂
了牲口。“现在方便多了，一个来回也花不
了多少钱，65岁以上老人还免费乘车。”

但车上乘客越来越多，偶尔也会有些
小纠纷。“爹爹，您的袋子往中间放一点，
小心被踩到了。”“这一趟车坐不下了，您
等等下一趟，马上就来。”“不要挤，我帮您
把篮子拎上去。”……安全员耐心地维持
着秩序，胡四民也将大家的诉求建议一一
记在心里，回头与公司商议改善。

经过多次研讨，当地公交公司决定开
设一条“菜篮子专线”，J202路公交提早发
车、加大发班密度，由原来20分钟一班调
整为5分钟一班，专门运送前往市区的菜
农，还安排人员轮流排班在菜农集中的站
点提供帮助，并及时清理车厢内残留的泥
土、菜叶、水渍，保障菜农顺利到达菜市场
的同时，也不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

一条“卖菜公交”，连接了城乡市场，
既维系着菜农们的生计，又丰富了居民的
菜篮子。来自山坡街道建设村66岁的江
开裕，这次拎了两桶鱼坐车。为了保鲜，
他专门购置了一台小型制氧机，揣在腰
包，出氧管则伸到桶里，不停地给水里的
黄骨鱼送氧。“这都是自家水塘里的鱼，价
格比超市里便宜多了。”他说。

线路跑久了，胡四民和不少菜农熟络
起来，发车时他总会帮年纪大的人搬货，
菜农们也会用一把蔬菜、一声问好来表达
谢意。小小公交车，满满烟火气，传递着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

7时10分，车辆到站，附近的菜市场已
是人头攒动，江开裕找到一块儿空地，坐
在小马扎上吆喝起来。不一会儿，黄骨鱼
就被一扫而空。稍晚点，销售完成的菜农
们也会顺便在城区逛逛，采购些日常用
品，再次踏上 J202 路公交返程，满载而来
又满载而归……

记者 廖君 熊翔鹤 田中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