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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苹果练习吞毒

2018年9月中旬，偷渡至缅甸好吃好

喝快一星期，冯玉终于接到了“任务”。这

天晚上，冯玉什么都没吃，肚子彻底放空。

毒贩们还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新鞋、新

包。之后，一个陌生人用黑色塑料袋提来

包装好的一颗颗海洛因让他吞食。

所谓人体贩毒，即将包装好的毒品吞

进肚子，一些女性也会藏匿在下体，然后乘

坐飞机等交通工具偷运到境内各地，再将

未消化的毒品排泄出来洗净交易。

那些吞食毒品带毒入境的人，被形象

地称为“骡子”“骆驼”或者“马仔”。冯玉正

是毒贩们新招来的“骡子”。第一次参与贩

毒，冯玉内心很忐忑，刚到缅甸时，也曾打

退堂鼓。此时，之前好吃好喝哄着冯玉的

毒贩们拉下了脸，威胁说如果中途退出，就

要家人寄钱来，要加倍赔偿来时的各项开

支，否则就要送到山上去劳动两年。不敢

反抗，又听闻住同一个酒店的其他“骡子”

中，确有运毒成功收到钱的，冯玉横下心，

抱着侥幸心理决定干一票。

到了零点时分，冯玉开始在那个陌生

人的监视下吞食这些海洛因。“一颗一颗

地吞，吞一次，喝口水，总共花了四五个

小时。”冯玉说，“最后总共吞了60颗，每

颗5克。”

因为是第一次，之前毒贩们还对冯玉

进行了“训练”，将苹果削成拇指大小，即一

颗毒品大小，让冯玉练习吞食。介绍冯玉

来的老乡高明（化名），最初本也是一名“骡

子”，但无论毒贩如何恐吓，瘦小的他实在

无法吞下足够量的毒品，便转而成为中介，

以赚取中介费。

吞到56颗时，冯玉吐了，肚子胀得难

受，便向毒贩们讨饶。但对方不管不顾，执

意要他吞下65颗，说吞不下就要亏本。冯

玉又勉强吞了2颗，实在难受，再次讨饶。

对方才松口说，必须吞下60颗。无奈，冯

玉隔了一会，又勉强吞下2颗。

一吞完毒品，贩毒组织者就先用摩托

车将冯玉送到边境线，再用轿车送至西双

版纳机场附近提前开好的钟点房休息。之

后，又让他踏着点到机场，乘坐前往成都的

飞机。在成都机场附近一钟点房稍作休

息，又乘机前往湖南长沙，随后打车到湖南

怀化市溆浦县。不想，冯玉在溆浦县酒店

排泄毒品时被抓，交易没完成，之前说好的

1万元报酬也没了。

一天一夜才排泄出来

冯玉的落网看似是个“意外”。

2018年9月17日10时许，昆明南开

往南京南的G1378次列车从贵阳北站开

出。一名穿着黑色短袖T恤衫的男子在

2、3号车厢连接处看手机。见乘警走过

来，他立即将手机塞进裤兜里，神色慌张地

向车窗外故作张望。

乘警刘祥看在眼里，遂上前盘问检

查。男子自称到湖南投靠老乡去打工，但

随身只携带了一只黑色小包，没有大件行

李，没有换洗衣物。这更引起刘祥的怀

疑。查看其小包，却未发现异常。这时，男

子下意识摸了下兜里的手机。刘祥让他掏

出来，男子神色更加慌乱了。于是，刘祥查

看了其手机微信，竟发现男子正遥控指导

一个微信名叫“渐行”的人，在溆浦县一大

酒店内进行人体排毒，且有部分毒品已排

出体外。此人正是冯玉。

意外获得这一线索，南京铁路公安干

警没有迟疑，立即通报怀化铁路公安处，将

正在溆浦县一大酒店内排泄毒品的冯玉抓

个正着。而在高铁上指挥冯玉贩毒的正是

人称“豪哥”的贩毒嫌疑人丁一（化名）。

冯玉被查获时，吞在肚子里的60颗拇

指大小的毒品，已有28颗排出，余下32颗

是在警方监督下，经医生指导，利用开塞露

等药物，耗时一天一夜分多次才排泄出

来。这些毒品被机器压缩成圆柱状，硬如

石块，长约3.8厘米，直径约1.8厘米，外面

包裹多层塑料。经南京市法医鉴定中心鉴

定，这些毒品均为高纯度海洛因，净重

306.69克。

沿着冯玉、丁一这条线索追查，截至今

年2月中旬，南京铁路公安处又将其余3

名不满18岁的贩毒少年李有（化名）、高

明、马某以及背后组织者“飞哥”等犯罪嫌

疑人一一抓获。

冯玉、李有、高明三人为同乡。李有最

早开始人体贩毒，之后介绍高明入行。高

明身体瘦弱，吞不下足够量的毒品，便开始

做起中介，赚点中介费。冯玉正是高明介

绍成为人体贩毒的“骡子”。

当时，冯玉正在广东中山务工，手头

紧。一天晚上，冯玉与高明微信聊天。高

明告诉他，有一个活计来钱快，一次就能挣

1万元。冯玉没多想就答应了，第二天对

方就发来路费，不仅包括吃喝、住宿费用，

还有烟钱。到了西双版纳与缅甸接壤的一

个小镇，还有专人过来接。偷渡至缅甸，被

安排住到一个叫大富豪的酒店。在冯玉入

住前，酒店已住有好几个“骡子”，都在等着

运货，年龄与冯玉相仿。

人体贩毒沉渣泛起

“人体贩毒在滇缅边境已然形成一个

‘产业链’。”在看守所里，遥控冯玉带毒入

境的丁一说得很直白。丁一自称在缅甸赌

场工作3年，经常为“骡子”们安排酒店和

房间，接触过人体贩毒的“骡子”有上百人。

江苏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缉毒科科长祝

军也表示，最近几年，人体贩毒似乎又有沉

渣泛起的迹象。江苏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提

供的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至2018年间，

江苏省公安机关共破获人体贩毒类案件

17起，其中2017年因为南京公安机关对

此进行专项打击，当年破获此类案件就达

11起。

丁一交代，人体贩毒之所以再度泛起，

主要在于这种方式化整为零，“相对安

全”。“人体一次携带的毒品量不大，但利润

十分可观。”不过，曾上过中国矿业大学会

计专业的丁一也“感叹”，人体贩毒的成本

不易控制，为赶时间，有时飞机头等舱也得

坐，有时还要包车接送，成本会大幅上升，

“一些‘骡子’太年轻，派头不足，坐头等舱

易引起怀疑，还得从头到脚买套像样的行

头包装一下”。

其实，所谓的“相对安全”只是表象。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然逃过一时，也免不

了最终被捉。

X光机透视下的带毒人腹部

老太的存单是假的

3月8日，新昌的王老太拿着一张6.6

万元的存单去银行办业务。拿过存单一

看，银行工作人员马上发现了异常，反复检

查后确认这是一张假存单。

王老太吓了一跳，她告诉银行工作人

员，之前她把钱交给儿子李某帮忙存银

行。几天前，儿子把存单交给她，她看了后

发现只存了1年定期，她觉得1年定期利

息低，所以想到银行换成3年的。王老太

想不通，存单一直放在她身边，怎么会变成

假的呢？

银行报警后，新昌县公安局城西派出

所民警石港锋很快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后，石港锋觉得问题有可能出在王老太的

儿子李某身上，于是马上叫来了李某。

李某很快说出了真相。原来，因为手

头紧，他偷偷花掉了母亲给他存银行的钱，

然后花200元钱买了一张假存单交给母

亲，“哪知道她这么快就来办业务了”。

意外牵出一个大案

据李某交代，他是无意中在电线杆上

看到了一个做假证的电话，就加了对方微

信。付完钱的第二天，他赶到新昌客运中

心附近拿到了假存单，李某说，送存单的是

个外地口音的女子。

当天，石港锋和同事就来到新昌客运

中心附近蹲守，抓获了这名女子——李某

某。之后，李某某的丈夫戴某在出租房内

落网，民警从房内搜出了多本还没有送出

的假证。

戴某夫妻交代，他们老家在湖南双峰，

6年前来到新昌，两人分工合作以制作买

卖假证生活，他们和购买假证的人通过微

信或者电话联系。

办案民警调取了戴某夫妻手机里的微

信聊天记录，发现了100多条涉及买卖假

证的聊天、转账记录。

3月13日，考虑到案情重大，新昌县

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对此案进行深挖。

4月4日，为戴某夫妻提供原材料的朱某

在宁波落网，购买假证的人也一个个浮出

水面。

买假证的理由五花八门

张雄介绍，100余名嫌疑人落网后，警

方对这起制作售卖假证案件进行了梳理，

发现保险行业、建筑行业、二手车行业成为

假证的“泛滥区”。“每个行业购买假证都有

自己的特点，比如二手车行业，购买假户口

本、身份证、结婚证、驾驶证的人特别多。”

张雄说。

这些人购买假证的理由五花八门，多

数是为了牟利，有的人则是贪图方便。

新昌人张某，是新昌某单位事业编制

工作人员，本身拥有工程师资格证书。他

以办公司需要注册员工信息为由从亲戚朋

友处拿到身份证，然后根据身份信息去购

买了各类假的工程师资格证书，再把这些

证书挂靠到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工程公司

来牟利。

老家河南的张某某是一名塔吊驾驶

员，但没有资格证书，为了顺利接下工程，

他复印了同事的塔吊司机资格证书，再让

戴某夫妻根据复印件内容作了假证。

贵州人谢某几年前嫁到新昌，去年9

月，她看中了一辆二手车，但被告知办理按

揭手续需要她丈夫签字。本来谢某想等丈

夫有空时再来办手续，但工作人员告诉她

只要花300元就可以做一本显示她未婚的

假户口本，贪图方便的谢某同意了。

“市民要增强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不

要认为购买假章假证的行为不涉及违法

犯罪。”张雄提醒说，购买、使用假章假证

同样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不但将受到治安

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如文章开头的儿子李某

就因涉嫌伪造金融票据罪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缴获的假证缴获的假证

17岁少年吞下60颗高纯度海洛因
“如果没被抓，我能赚1万块钱”
《新华每日电讯》 朱国亮

“吞到56颗时，我吐了，胃鼓鼓的，胀得难受。”近日，回忆吞咽毒品的过程，冯

玉（化名）的眼中依然闪过一丝恐惧。几经讨饶，最后他勉强吞下60颗。

南京铁路公安处最近破获一起人体贩毒案，4名人体贩毒少年落网，17岁的

冯玉是其中之一。

近年，人体贩毒沉渣泛起。有毒贩直言，在滇缅边境线上，人体贩毒已成“产业

链”，通过网络招募、熟人介绍，不少来自贫困地区、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参与其中。

花200元买张假存单“坑妈”？
警察一查，背后是起百人参与的大案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孙文涛 俞颖颖

新昌人李某偷偷花掉了母亲交给他存银行的钱，为了糊弄母亲，他买了一

张假存单。他母亲分辨不出来，银行工作人员一看就知道不对劲，报了警。新

昌警方介入调查，原本以为只是个买卖假金融票证的小案子，结果却意外挖出

一个包括制售假户口本、假身份证等证件在内的制售假证大案。

“目前已经有100余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初步查明涉案金额40多万元。”

新昌县公安局“3·08”专案组组长张雄介绍，目前抓获的嫌疑人多数是购买、使

用假证件的，购买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些人法律意识淡薄到完全不知道买假证

来用是犯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