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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治漫画

“本色出演”

一家网红餐厅私自直播

食客吃相，双方因此发生争

执。在遍布摄像头的餐厅、

健身房等诸多公共场所，你

的一举一动可能随时被拿到

屏幕前供人围观。消费者有

权对“被直播”说不。

李嘉

警方提醒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徐婷

本报讯 近日，一个隐藏在某捕鱼

游戏平台背后的特大跨省网络赌博犯罪

团伙被云和警方一举抓获。随着案件的

破获，不少“捕鱼”游戏的玩家才明白，原

来网络游戏背后竟是一个赌博团伙，而

自己也从玩家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赌徒。

2018年底，云和县公安局网警大队

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云和藉叶某某等人涉

嫌在网上实施赌博。经侦查，民警了解

到，这是一个人员众多、犯罪手法专业的

团伙，他们不但实行“三班倒”的工作制

度，而且还有明确的组织分工，甚至每个

赌博窝点的核心人物里都有一名计算机

高手，他们主要利用网络漏洞从游戏技

巧上来提高“捕鱼”的胜率。更狡猾的

是，犯罪团伙会通过适当输钱、间歇性操

作等方式，来躲避“某捕鱼游戏平台”的

巡查。

该犯罪团伙共三个窝点，安徽的两

个窝点分别以陈某、汪某等人为首，利用

“某捕鱼游戏平台”进行疯狂赢取游戏

币，计算机高手赵某、张某从中负责技术

支撑；广东点以罗某等人为首，开设第三

方“银商”平台进行非法获利。

经过周密部署，随着指挥部一声令

下，云和县公安局“11.8”网络赌博专案

80余名警力迅疾出动，在安徽芜湖、广

东揭阳等地共3个窝点同时展开抓捕，

包括7名主犯在内的17名涉嫌利用互

联网组织网络赌博的犯罪嫌疑人落网，

目前均被刑拘。

据悉，该案涉案赌资高达3亿元，目

前警方已冻结非法所得2000余万元，扣

押涉案电脑32台、移动介质22个、手机

109部、银行卡123张、豪车6辆、现金

100余万元。

民警说法：
不少玩家会产生疑问：通过技巧来

赢得游戏，怎么就犯法了呢？

根据《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仅限

于兑换自身提供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

务，不得用于支付、购买实物或者兑换其

它单位的产品和服务。简单来说，就是

游戏币不能当人民币使用，更不可以兑

换成人民币。

虽然“某捕鱼游戏平台”禁止游戏

币兑换成人民币。但仍有部分玩家抵

抗不住暴利的诱惑，铤而走险。在这样

的情况下，第三方非法平台“银商”应运

而生。

“银商”主要用来实现游戏币与人民

币之间的兑换。当游戏币通过“银商”变

成赌博“筹码”，游戏玩家便摇身一变成

为了赌徒。大量“散户”赌徒的钱，通过

“银商”游戏币置换流入到“银商”“计算

机高手”团伙的腰包中。一边是赌博团

伙疯狂敛财，每月非法获利上百万元，而

另一边是“散户”赌徒倾家荡产、血本

无归。

李某偷换的二维码

通讯员 郑苏程 王红良

不小心被电线杆的斜拉线绊倒摔了

一跤，淳安县威坪镇的李阿姨一年多来

只能在家休养。花了近20万医药费不

说，不仅要承受身体的疼痛，这对勤劳的

她来说，不能打工挣钱又是一笔损失。

好好的路面上怎么会有电线杆的斜

拉线？这起意外该不该赔？又该谁来赔

偿呢？

时间回到今年春节，李阿姨途经村

旁公路的一处岔路口时，不慎被固定在

路中间的电线斜拉线绊倒了，当时就觉

得疼痛难忍，无法站立。在兄妹的帮助

下，李阿姨被送往医院治疗。经诊断，李

阿姨左股骨粗隆下粉碎性骨折，伤情构

成十级伤残。

摔了这么一跤，李阿姨觉得是自己

倒霉，怨不了别人。不过，医药费前前后

后花了20多万，面对大额的医疗费用，

李阿姨又觉得身心俱痛。

李阿姨出了事后，村民对这条“惹

祸”的斜拉线也提出了意见：因为该斜拉

线刚好固定在主干公路与通向大片田野

支道的交叉路口中间位置，极大地影响

了村民的日常通行，大伙都说，“出事是

迟早的”。为此，李阿姨在多处打听后得

知该电线杆属电信公司使用，在村民的

动员下，李阿姨将电信公司告上了法院。

在法庭上，电信公司觉得“冤”：斜拉

线固定在这里很多年了，当时交叉路口

的路面比较窄，固定的位置不影响正常

通行，后来因为交叉路面不断拓宽，固定

的位置从路边变成了路中间。况且这么

些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伤人事件，李阿

姨被绊倒和她自己不注意有直接关系。

为了查清事实，法庭经过现场查看

及走访后，认为在公共道路上设置设施，

应以不妨碍通行为前提，管理、使用者负

有管理、维护责任，并尽到充分的提醒、

警示义务。基于牢固考量，将电线杆斜

拉线固定在地上本无可厚非，但将固定

的位置设在主干道通向大片田野支道的

交叉路口，实属不当。事发时，斜拉线上

也未设置红白相间的安全防护警示标

识，致使与水泥地面颜色相近的斜拉线

长期曝于公共区域，应认定存在重大的

管理疏忽之责。最后，法院根据电信公

司的过错责任判决赔偿13余万元。收

到法院的判决后，电信公司未上诉并及

时支付了李阿姨的赔偿款。

法官提醒：
作为公共设施的所有者、管理者和

使用者，在公共道路上设置设施、设备，

一定要有公共安全防范意识，即便道路

状况有变动，也应及时做出调整、维护，

并设置安全防护警示标识，否则终将要

为自己的“不作为”买单。

收款二维码虽方便
还要当心被人偷换

通讯员 叶德芝

有一段抖音短视频，一男子背着老

婆，把夫妻店里的二维码偷换成自己的，

以此来存私房钱，令人捧腹。但现实中，

还真有人动起了歪脑筋，偷偷换了他人店

铺的二维码，躺在家里“赚钱”。

近日，玉环市公安局港南刑侦队民警

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他将13家商铺的

收款二维码换成自己的，轻松“赚”了700

多元。

5月30日，林先生报案称自己早餐店

内的二维码被人换了，损失约200余元。

随后，警方陆续接到6家商铺老板的报

案，均称店内二维码被换。

民警查看监控，发现果然是有人动了

手脚。当天凌晨1点左右，一名头戴红色

帽子的男子出现在玉城街道女人街，一路

寻找挂着二维码的小吃摊位，趁四下无人

便拿出自己准备好的二维码，覆盖在原来

的二维码上面。

男子李某，今年23岁，3月份刚来到

玉环。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有人用贴

二维码的方式来盗取别人钱财的案例报

道，入不敷出的他就打算照做，于是打印

了自己的收款二维码，找路边摊和乡下小

店为目标，趁他们关店门后偷偷换上自己

的收款二维码。李某交代了选择这些店

下手的原因：“这些店都会把二维码贴在

店门外面，收摊了也不会带回去，自己容

易下手。而且他们通常只会看一眼顾客

手机上的付款情况，不会关注自己是否真

的收到钱，还有一些早餐店，生意忙起来

也不会去关注收钱的情况。”

5月30日，李某第一次作案，成功贴

了6张自己的二维码，第二天一早，还在

睡梦中的他听到自己手机不停响起有钱

进账的消息，心里乐开了花。31日凌晨，

他骑着自行车到西青塘等乡下小店寻找

目标，又成功换了7家店的二维码，傍晚

回到家躺着数手机里的钱时，民警就找上

门来了。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刑拘。

民警提醒：
商家通过二维码收款，虽然方便但应

多加留意：

一是确保收款二维码完好，最好塑封

并且特殊标记，以防被不法分子覆盖

偷换；

二是确保收款二维码不脱离视线，要

放在视线范围内，注意看管，收摊时务必

收回保管；

三是每天检查，定时检查收款二维码

是否被覆盖、更换、损坏；

四是确认付款成功，商家应开启语音

提醒功能，并在消费者付款前后核对转账

金额，确认是否付款成功；

有条件的尽量配备扫码枪设备，直接

扫描付款二维码，避免中间环节出现

漏洞。

“捕鱼”游戏高手背后是网络赌博团伙
散户玩家成了他们口腹中的“小鱼”

电线杆斜拉线横在路中央，李阿姨一跤摔出10级伤残
电信公司被判担责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