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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学习成绩不好，父亲欲通
过聊天记录查找原因，遇到诈骗分
子被骗3万元……内蒙古乌海市警
方近日侦破一起诈骗案，成功将以
调取他人微信聊天记录为幌子实施
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朱某抓获。

今年1月底，内蒙古乌海市乌
达区公安分局民警接到受害人郑某
报案，郑某遭遇了电信诈骗，被骗3
万元。

警方查明，郑某因为儿子学习
成绩不好，便萌生了调取儿子微信
聊天记录，查找儿子不安心学习原
因的想法。于是，郑某便在网上搜索
调取微信聊天记录的方式。在搜索
过程中，他见到了朱某在网上发布

的可以调取微信聊天记录的帖子。
郑某通过添加QQ好友与朱某

取得了联系。聊天中，朱某要求郑
某预先支付定金。信以为真的郑某
便将儿子的微信号码发给了朱某，
并通过支付宝向朱某支付了2500
元。不久，朱某就给郑某发了一个
带密码的文件，说郑某儿子的微信
聊天记录已调取好，并要求郑某支
付剩余的2500元尾款。

随后，郑某再次通过支付宝将
2500元支付给朱某。然而，收到尾
款的朱某此时又提出，他担心郑某
泄露有关调取他人微信聊天记录的
有关情况，要求郑某缴纳25000元
的“保证金”，当“缓冲期”过后就原

数返还。
再次信以为真的郑某便将

25000元“保证金”支付给了朱某；
随后，郑某发现所谓的聊天记录是
伪造的，而朱某收取“保证金”后在
QQ上将自己删除，郑某发现自己
被骗。

办案民警通过对海量信息进行
分析研判、梳理、甄别，确定犯罪嫌
疑人作案地为湖南省娄底市，并于
近日在娄底市朱某家中将其成功抓
获，在其家里搜查出朱某作案时所
使用的银行卡及手机。

目前，被骗款已全部追回，并退
还给受害人。案件还在进一步办
理。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餐桌上的香肠、凉皮、皮冻，竟来自臭气熏天、苍蝇
遍布的黑窝点；工业明胶、工业大粒盐化身“佐料”。辽
宁营口警方近日破获系列有毒有害食品案件，查获
6000多公斤有毒有害食品，端掉7个黑加工点。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7个黑加工点的背后，是
价值近亿元的工业明胶流向全国8省数百个市县（区）
镇。“黑心食品”带来的不仅是揪心，更有连串追问：有毒
有害食品“畅销”市场3年为何无人察觉，“强打”之下食
品犯罪为何“冒头”不断？

工业明胶成香肠“佐料”涉案总金额
近亿元

在营口市老边区一处不到300平方米的简陋院落
中，窗户全部被塑料布封死，院内3口铝锅，工业明胶、
亚硝酸盐、工业大粒盐装在白色塑料袋，堆在一侧。

“满屋子绿豆蝇，臭味呛得我辣眼睛，连吐好几口酸
水。”营口市公安局老边分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教
导员钱瑞青告诉记者，他们经过侦查发现，每天凌晨，院
内都会支起柴火烧制，铝锅内肉皮翻腾，臭气熏天，香
肠、凉皮等半成品出炉后，被放入污渍遍布的麻袋或白
色塑料盒中，待冷却成型重新包装后被销往市场。

这样的黑加工点不止一个。一周之内，营口警方先
后查获了7个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窝点，收缴非法添加剂
工业明胶3600公斤，工业用亚硝酸钠1公斤，复配水分
保持剂2公斤，高强度建筑胶4公斤，毒香肠2135公斤，
毒凉皮3562公斤，毒皮冻750公斤，收缴加工设备6套，
初步统计涉案金额约260万余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0
人。目前，查获的有毒有害食品已被送往辽宁省食品药
品监测站进一步检测。

查获的工业明胶只是冰山一角。公安机关调查发
现，这些工业明胶大多来自吉林省通化市。2012年以
来，当地的一个犯罪团伙以每吨1.5万元的价格购进数
百吨工业明胶，换成食用明胶包装袋或无标志的白编织
袋，加价销往黑龙江、吉林、辽宁等8个省数百个市县
（区）镇，仅辽宁就有9个城市“中招”。这些工业明胶大
多被制成有毒有害食品，涉案总金额近亿元。

有毒有害食品“畅销”三年 监管部门
哪去了？

在国家卫计委公布的食品添加剂“黑名单”中，工业
明胶榜上有名。其中的有毒重金属铬容易进入人体，蓄
积后有致癌性。专家表示，工业明胶用肉眼很难分辨，
铬等重金属一旦进入身体就容易沉淀在血液骨骼中，很
难排出体外。

“1公斤工业明胶能勾兑出约50公斤皮冻、凉皮，或
900公斤香肠，且保质期可以延长2至3倍。”营口市公
安局食药侦支队队长刘强告诉记者，用工业明胶冒充食
用明胶注入食品中，成本会大幅度降低。

2013年以来，仅营口地区涉案犯罪嫌疑人就购入
了5吨工业明胶，其中1.4吨被制作成数十万公斤有毒
有害食品，销售到市场，且从未被查获。记者在当地采
访时有群众提出质疑，有毒有害食品“畅销”3年无人
管，监管部门哪去了？

“现在有毒的食品种类太多，相关检测难以覆
盖。”营口食品药品监督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有毒有害
食品大多在“黑窝点”炮制，比较分散，相对隐蔽不
易被发现，监管存在一定难度；食药监部门没有搜查
权，即使到了黑窝点门口，只要他们把门关上我们就
没权进入，只能请求公安部门协查。“有的不法商贩看
公安部门要来了，把锅一藏，违法违规材料顺着下水
道冲走，就很难找到证据。”

目前，营口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普查，加大相关监管力度。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有

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黑窝点”臭气熏天的背后，是工
商、食药监等多个部门各司其职却都有缺位的结果。

据了解，这些黑窝点普遍没有工商营业资质，制作
过程中排污等不符合环保要求，违规添加的工业原料严
重违反食品安全要求。然而，营业3年来制作销售数十
万公斤有毒有害食品，并没有受到相关处罚，看似“多头
治理”，最后却沦为“没头治理”。

从源头遏制黑心商不敢铤而走险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公安机关打击食品犯罪采取非常规行动，每
年破获食品犯罪2万起左右，是前几年的几倍。

用病死猪肉制作熟食、使用工业明胶冒充食用明
胶……接二连三地被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刺激着公
众的敏感神经。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为何仍有少数不
法商贩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事实上，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去年也捣毁了6处涉
嫌制售假药窝点，查扣500余万粒“毒胶囊”，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警方透露，这些查扣的胶囊皮重金属铬量超
标40倍以上，连胶囊芯也是过期的药加玉米面混合制
成的，销往10多个省区市。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与两三年前轰动全国的“毒胶
囊”案相比，如今这些犯罪团伙作案手段更加隐蔽，间歇
性、流动性强。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屡禁不止，主要是因
为违法成本和获取暴利之间不成正比，一般罚款了事，
判刑也短。加之有些监管人员觉得一个小黑窝点掀不
起什么浪，暂时漏了也没什么，等一轮严打再打击也来
得及，“不约而同”错过的结果，就造成这些“黑窝点”如
同牛皮癣般顽固多现，有毒有害食品大肆流向市场。

辽宁华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吕海山认为，《刑法修正
案（八）》出台后，虽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
力度，但仅是改变对于罚金刑的设定上，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有期徒刑依旧保持在相对
较低的程度。加之一些县区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年龄偏
大，人手不足，技术手段落后，检测资金有限，无法
适应严峻的监管形势。

在德国一旦出现食品药品问题，肇事者有可能被罚

得彻底破产；在法国如果出售过期食品遭到举报，食品
店将立即关门；在韩国制造有毒食品药品者在10年内
将被禁止营业……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
宝义等专家建议，应加大刑罚成本，提升基层监管能力，
推动社会共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近亿元的工业明胶流向8省
有毒食品竟“畅销”三年

□新华社记者 彭卓 白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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