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下灌装窝点污水横流

直到警方联系上自己，“90 后”小叶
才确信，今年春节前网购的那2箱“特供
酒”都是假酒。“过年拿点‘特供酒’出来，
显得有面子。”小叶发现，自己买的“特供
酒”有点辣嗓子，“第二天头很疼，我就怀
疑酒可能不正规。后来销售又找我，我
没理他。”

事实上，这些“特供酒”也已进入公
安机关视线。今年4月，杭州市公安局发
现一条重大线索——有人从贵州贵阳向
杭州寄递销售5箱“海军某基地纪念酒”；
通过开包检查，发现内涉海军专用标
志。警方循线追踪后，发现此人近一年
向杭州寄售460余箱。

经过深入调查，专案组成功锁定一
个长期盘踞在贵阳、遵义、长沙等地，专
门从事制售“海军某基地纪念酒”等“特
供酒”的犯罪团伙。

在位于贵州的一处地下灌装窝点，
涉案团伙用布满霉斑的冲瓶机对乳白色
瓷瓶冲洗，随后手动灌装。

“进去就闻到一股复杂的味道，刺鼻
的酒味伴随着发霉的味道。”办案民警何
汉刚说，这一位于地下室的窝点封闭潮
湿，地面污水横流，墙皮霉变脱落，卫生
环境极为恶劣。

经查，2018年以来，犯罪嫌疑人潘某
某伙同王某某、邓某某等人，先后成立4
家公司并招募大量人员通过网络平台销
售“特供酒”。

同时，王某某委托王某、曾某等人印
制“特供酒”外包装，委托文某设立地下
灌装窝点，擅自包装生产印有海军军徽
等武装部队专用标识及“中南海”等字样
的“特供酒”。

2024 年 5 月 23 日，杭州公安出动警
力130余名，赴贵州、湖南等地开展集中
收网，彻底摧毁了一条集产、供、销为一
体的假酒产业链。

高分红、高提成招聘销售人员

“经调查，犯罪团伙的‘特供酒’销售
范围辐射全国31个省份，仅2023年销售
的‘海军某基地纪念酒’就达1.1万余箱，
涉案金额400余万元。”杭州市公安局环
食药支队支队长陈金达说。

“犯罪团伙对外精心打造成功‘人
设’，引流销售牟取暴利。”杭州市临平区
公安分局食药环知大队大队长孙波透
露，犯罪团伙专门租用约2000平方米的
整层高档写字楼设立销售窝点，以高分
红、高提成为诱饵，大肆招聘销售人员。

犯罪团伙组建专门的网络营销公司，

大量雇佣、培训客服人员，编造多种营销
套路、话术蒙骗群众进行欺诈式销售，有
的冒充知名酒企销售经理骗取客户信任；
有的虚构与党政军单位有合作关系，营造
所售“特供酒”高端稀缺的假象。

为便于管理、提升销售业绩，该公司
为每名员工免费发放工作手机，在社交
平台注册100余个“玉液天香”账号，发布
短视频，编造虚假文案，打造成功“人设”
进行引流；获取客户信任后，添加微信好
友私聊沟通。

据警方介绍，在私聊过程中，销售人
员明知销售“特供酒”违法，却仍通过精心
编制的话术开展销售。比如，“一位领导
来公司视察，我们定制了一批酒，现在这
批酒的内部库存可以销售，是否需要”等。

话术偶尔也会“失灵”，销售人员此时
会向“后援团”求助。记者在涉案手机内
一个名为“玉液天香（招商三部）”的微信
群中看到，一名销售人员求助：“客户一看
这酒就不像部队的。”另一名同事为其支
招：“就说这是内部的，不能对外宣布，这
次对外出售也是他们认可才可以。”

一箱成本仅100元左右的“特供酒”，
就这样在网上按照400元每箱对外销售，
犯罪团伙借此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杭州
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二大队大队长金炜
说，王某某、潘某某名下拥有多辆豪车。

牢记“特供酒”均为假酒

为依法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制售“特
供酒”犯罪，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迅
速开展“净风”专项行动，打掉一批制假
售假团伙，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铲除一
批制假窝点。

经查，涉案“特供酒”名目繁多，不法
分子通常冒用党政军单位名义，虚构各
种“特供”“专供”概念，通过“精美”包装
迷惑消费者，有的还非法印制部队标识，
影响恶劣。

这些案件中，不法分子非法制售的
“特供酒”成本极低、酒质低劣，其中八成
以上系食用酒精勾兑而成，用于灌装的
基酒价格多在每斤10元左右。杭州市公
安局环食药支队副支队长沈毅说，包装
材料占制假成本的80%以上。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
将持续深入推进“净风”专项行动，始终
保持对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的严打高
压态势。警方提醒，广大群众要切实增
强防范意识，牢记市场上所谓的“特供
酒”“专供酒”都是假酒；购买酒品时要选
择正规商家，发现可疑线索及时向公安
机关或有关部门举报，避免上当受骗。

据新华社杭州9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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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罢不能，看到停不下来”
“‘狗血’但爱看”“一天刷了 80
集”……今年以来，比电视剧“短
平快”、比短视频更连贯的微短
剧，凭借情节直白、“爽点”密集等
特点，在网络视频平台收视火爆；
而付费观看“套路”多、内容浮夸
制作粗等问题也饱受争议。

微短剧为何能“拿捏”挑剔的
观众？如何打磨精品内容，让微
短剧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又“土”又“上头”的微短剧火了

“本来我对微短剧存在‘土’
‘俗’的刻板印象，直到有一天我
点开《大过年的》这部剧，一下午
就看完了。之后一发不可收拾，
最多一天看三部剧共300多集。”

微短剧爱好者李甜是众多
“上头”观众之一。“解压又开心，
而且相比一些‘注水’长剧，短剧
剧情紧凑，质量也不错。”李甜说。

微短剧满足了当代观众快节
奏生活下的娱乐需求，也为内容
创作者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和商
业机会。

李甜提到的微短剧于今年春
节期间在抖音平台上线，开播次
日单集播放量破1亿，连续6周登
上抖音短剧最热榜第1名。

这只是一部剧的情况。“今年
出现了‘短剧春节档’这一概念，
抖音短剧春节档共有 8 部精品微
短剧播放量过亿，吸引了以往未
被电影、长剧集覆盖的人群观
看。”抖音短剧业务相关负责人
说。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
告（2024）》显示，截至去年 12 月，
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74
亿，占网民使用率的 98.3%，其中
经常观看微短剧的达 39.9%。市
场方面，据测算，2023年国内微短
剧市场规模已达到373.9亿元，预
计今年将达到500亿元，2027年将
超过千亿元。

流量之下的多重隐忧

伴随微短剧的快速发展，市场
红利与乱象相伴相生。

——有的微短剧上瘾但低
质。近日，微信公众平台运营中
心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微短剧
违规内容阶段性治理的公告”，

《都市龙王归来》《重返 1990 之首
富人生》等一批违规微短剧剧目
被下架，累计下架了479部违规微
短剧，并对 46 个违规小程序进行
下架处置。

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

究院教授许苗苗认为，一些微短剧
因碎片化和娱乐性回避了反映现
实的职责，“作为新兴网络文娱样
态，微短剧尚未充分发育，难免存
在题材重复、良莠不齐等问题。”

——有的微短剧吸睛但“吞
金”。江苏省消保委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省内有关微短剧的消费
维权舆情信息就高达16万余条，收
费规则不透明、剧集下架导致消费

“打水漂”、充值容易退款难等问题
较为集中。

济南市民杨星海最近发现家
中老人手机上有大量微短剧平台
支付记录，原来，老人在该平台看
剧时，总有第三方链接跳出，提示
购买会员观看全集，购买后默认自
动续费，第二个月会自动扣款。“老
人操作不熟练，字体又小，容易掉
入‘陷阱’。”杨星海告诉记者。

——有的微短剧质优但侵
权。一些微短剧作者“模仿”“借
鉴”成熟作品的人物设定、故事情
节，一些平台博主未经许可转载传
播他人创作的微短剧，不利于形成
创新生态。

记者在社交平台和直播间看
到，不少博主发布“免费观看”“分
享资源”相关信息，以“课程”“素
材”的名义提供微短剧视频合集，
达到牟利或引流目的。除此之外，
二次创作、剧情解说等侵权传播也
时有发生，应引起重视。

如何从野蛮生长到繁荣发展

针对微短剧市场存在的一些
问题，广电总局今年以来启动专
项治理，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促
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今年 6 月 1 日，《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统筹发
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
康繁荣发展的通知》正式实施，明
确微短剧施行分类分层审核，未
经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
传播。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近期发布《微短剧版权保护倡议
书》，针对微短剧行业出现的一些
版权问题，呼吁尊重知识产权，维
护创作尊严；推进行业自律，加强
协作共治；加大打击力度，严惩侵
权行为。

与此同时，有些视频平台已
采取协同过滤机制，有效遏制侵
权结果发生；通过技术手段处理
视频内容，将视频指纹等识别技
术广泛应用到视频内容的原创度
判断和侵权比对中。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灌装点污水横流
销售时套路多多
——“特供酒”调查

火了的微短剧
如何向流量要质量？

地下灌装窝点污水横
流、墙壁霉变脱落，对外精
心打造成功“人设”，编造
多种营销话术蒙骗群众进
行“欺诈式”销售……

近期，浙江杭州公安
侦破一起特大生产、销售

“特供酒”案件，抓获犯罪
嫌疑人61名，捣毁制售假
酒黑窝点11处，现场查扣

“特供酒”“假劣酒”3100余
箱、各类假冒包装材料1.1
万余件，涉案总价值约2.1
亿元。

□新华社记者 马剑 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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