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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万条学生信息被贩卖
泄露原因在培训机构
警方出击摧毁一条灰色产业链

星报讯（王博 刘佳 记者 徐越蔷） 为招揽生源，犯

罪嫌疑人非法获得学生信息，然后再打包出售。就这样

上家卖下家，下家再卖下家，循环在市场上扩散开来……

近日，滁州警方摧毁一条跨市贩卖学生信息的灰色产业

链条，累计查获公民个人信息20余万条，扣押作案电脑

10余台。目前，涉案的4名嫌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今年 11 月初，我们了解到，市五中旁的一家培训

机构掌握有多家中小学校学生及学生父母的个人信

息。”办案民警说，这些信息非常详细，内容涵盖学生的

姓名、班级，以及学生父母的姓名、联系方式、工作单位

等。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对学生及家长的人身财

产安全将会造成不可预估的危险。

为彻底铲除这一隐患，警方成立专案组，通过便衣

走访、外围摸排、科技手段介入等方式，全面收集了该教

育机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证据。11 月 22 日，专案组

组织警力对该教育培训机构进行突击检查，当场查获涉

及当地多所学校学生及家长的个人信息一万余条。

据教育机构法人崔某供述，这些信息是在网上找

QQ 好友购买来的。随后，专案组顺藤摸瓜，逐渐查清

了涉案上下线人员情况和涉案信息泄露源头。12 月

初，专案组果断收网，先后在滁州市、合肥市，将两家

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和一家信息传媒公司负责人闫

某、梁某某和束某某抓获，累计查获个人信息共计 19

万余条。

通过对上家有关的海量信息排查，结合时间节点，

警方迅速查明了上家的真实身份为合肥市某教育培训

机构的法人束某东。束某东对于贩卖个人信息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供述其上线为张某。而此时的张某

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于7月20日被繁昌县人民法

院判处刑罚。

海外“代购”小儿感冒药
朋友圈“叫卖”获刑

星报讯（赵黎 记者 马冰璐） 合肥4位市民凑钱从

海外购买了一些小儿感冒药、咳嗽药，并在朋友圈“叫

卖”。昨日，记者从合肥市瑶海区检察院获悉，4人因销

售假药罪分别获刑。

2017 年3月以来，被告人高某等4人凑了10万元，

在没有任何药品销售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从德国保镖中

文网购买小绿叶小儿止咳糖浆、沐舒坦儿童口服液等系

列药品，在网店、朋友圈内“叫卖”，通过网络销售了价值

3.5万元的药品。

其间，高某提议销售假药以及药品的渠道和进货，

吴某将女朋友长期不用的网店拿来改名销售假药，其他

人负责药品拍照、客户咨询、图片上传、后期进货和财务

管理等。

去年 6 月 21 日，合肥警方在合肥市一写字楼内，将

涉案的嫌疑人抓获，并现场查封价值2万元的药品。经

合肥市食药监局鉴定，上述药品均系假药。

在庭审中，4名被告人声称，“只是从海外代购来，然

后在朋友圈里和网店销售，不知道违法。”而瑶海检方提

起刑事指控的同时，还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最终，瑶海法院以销售假药罪对上述4名被告人判

处相应刑罚并处罚金；对查扣的药品和违法所得予以没

收；责令4名被告人共同支付消费者购买假药款的三倍

惩罚金10余万元。

检察官提醒，目前很多市民在网上“代购”“海淘”，

销售各类商品，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提供相应的资质以

及取得国内关于相关领域的许可，以免在无意间触犯法

律，最终得不偿失。

看看新闻视频、转发好友，每天就可以赚钱？记

者连日来调查发现，一些APP打着看新闻赚现金的

噱头，推广用户阅读、转发并推荐好友下载，实际上

里面优质内容较少，各种劣质的内容较多，极大影响

了读者的体验。有些内容用户无法分清是广告，对

消费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很深，危害也很大。

□记者 王玮伟

看新闻、拉人头，一周轻松赚千元
如今，手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打电话的工具，有

的人靠手机阅读，有的人靠手机玩游戏，也有的人靠

手机赚钱，甚至是赚大钱。比如，刷刷新闻视频、转

发好友或者推荐下载 APP 就能赚钱。记者调查发

现，包括好看视频、淘新闻、全民小视频等众多平台

都有这类的奖励政策，通过注册之后看新闻，就可以

获得相应的奖励，若推荐注册还可以获得相应的奖

励。

省城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她从今年 10 月份开

始使用一款资讯类应用，当时听别人介绍说刷刷新

闻就能赚零花钱，张女士将信将疑，便下载尝试看

看。她从这款APP上通过看新闻视频、转发微信群、

推荐下载等方式，陆陆续续赚了一些钱。“邀请有个

途径，首次奖励11元，之后每人按照10元奖励，一天

拉个 20 人就 200 元钱。”张女士说，她身边有人一周

轻轻松松就赚1000元。

记者打开这款APP看到，进入任务系统页面，发

现在软件中，用户的相关行为有明码标价。1000 个

金币等于1元，观看1个视频达60秒，可获得10金币

奖励，每天最多奖励30次，共300金币。每次评论被

点赞累计达3次，可得20金币，每天最多奖励200金

币。最终，累积起来的金币可按一定比例折现，转至

用户微信或支付宝账户。

同时，上面还写着邀请小技巧：邀请您的家人、朋友、

同学、同事成功率最高；同事分享 3 个以上微信/QQ 群，

成功率提升200%；告诉朋友们，注册后每日看视频可以

产生现金奖励，并可提现 。

部分资讯类平台或成违规广告藏身地
调查中，有不少市民告诉记者，他们都听说过这类软

件，周围很多老人也在玩这些软件，他们觉得没事能挣钱

还挺好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面上至少已出现了几十款这

类软件。现金奖励、花式推广为平台吸引了不少眼球，甚

至收获了一批“忠实粉丝”。

省城市民赵先生在母亲的推荐下，一个月前他开始

使用一款看新闻赢零花钱的APP，然而很快就发现看不

到什么有价值的资讯。“广告特别多，穿得比较裸露，还有

些低俗的视频。”赵先生说，他本人比较排斥，觉得有些内

容很无厘头，有些很低质，所以他从来都没有转发过。

其中，有部分资讯类APP平台也成了违法广告的藏

身地。一些资讯类APP平台打出各种夸张的标题，夹带

保健品、祛斑、丰胸、减肥等广告内容：“一天一次，狂减

15 斤”，“28 天一个疗程，脸上就可无斑”。其中一些虽

然标明“广告”，但使用资讯类的标题：“这几个习惯导致

经常长痘痘”，点进去之后却没有任何内容，直接开始咨

询商家。

有关专家表示，尽管“刷新闻赚现金”式的推广一时

间吸引了不少用户，但资讯类应用要长期留住用户，还应

靠优质内容的供给。专家还特别提示广大用户，要提高

对网上传播内容的鉴别力。如果明知道是标题党、谣言，

甚至在文章中涉黄还继续转发，转发人就要承担责任。

昨日，记者从安庆市岳西县公安局获悉，当地警

方结合全县砂石治理工作，迅速出击，一举打掉了一

个有组织、有分工，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的涉恶犯

罪团伙。 □徐卜嘉 曹育华 记者 徐越蔷

“黑吃黑”勒索钱财
“行内将经政府批准的本乡建设用砂为‘白砂’，非

法外运的砂为‘黑砂’。”据办案民警介绍，小车（8立方杂

交车）驾驶员从岳西县姚河乡砂场购买黑砂价格为500

元一车，贩到临县砂场价格为1000元一车，每车能从中

赚取500元高额差价。

今年8月份发大水后，姚河乡河道内砂量增大。面

对高额的利润，有人铤而走险，非法采砂、运砂，而犯罪

嫌疑人冯某却想到利用“黑吃黑”的方式，来垄断姚河乡

“黑砂”产业赚取钱财。

警方出击 一举捣毁
今年10月，岳西警方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获取

姚河乡冯某伙同张某通过拦截砂场运砂车，以举报相要

挟，多次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线索后，立即成立专案组

展开侦查。经过缜密侦查，专案组查明了冯某团伙的大

量犯罪事实。11月22日下午，警方采取收网行动，将犯

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警方查明，9月份，冯某召集张某、姚某三人商定，由

冯某负责联系砂场和谈判，姚某负责联系运砂车辆，张某

负责望风并拦车，对所有从姚河乡砂场内拉黑砂车辆实

施敲诈勒索，标准是小车每车提成50元，大车每车提成

100元，所得钱款由三人平分，对不主动上缴提成的，该

团伙便以向政府和水利局举报砂场和驾驶员非法贩砂、

运砂行为进行要挟。短短一月，冯某团伙通过该种方式，

非法获利3万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刷新闻视频就能赚现金？
别被这样的“低俗传播”给骗了

上演“黑吃黑”，敲诈勒索拉“黑砂”车辆
岳西警方一举打掉了一个涉恶犯罪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