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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7月27日抗美援

朝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两位白发苍

苍的志愿军老兵昨天上午来到奉贤永福园的

志愿军纪念馆，捐赠了一份珍贵的藏品：一本

由24位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集体创作而成

的战争回忆录。这些老兵全都来自一支神秘

的探照灯部队，在回忆录中从一线指战员的

视角，揭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昨天上午十时，老兵顾菊康和薛迪敏来

到志愿军纪念馆，完成了回忆录的捐赠仪

式。“终于完成了战友们的心愿！”今年90岁的

薛迪敏告诉记者，这本回忆录是由24位志愿

军老兵集体撰写而成，记录他们在朝鲜战争

中的亲身经历，从策划到完成有十多年的时

间。在此过程中，许多老兵陆续离开了人世，

如今24位作者已经没剩几人，因此他们代表

全体战友，把这本回忆录送到这里，完成多年

来的心愿。

参与撰写回忆录的老兵，都来自新中国

第一支探照灯部队。它也是新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支在上海形成建制，又是以上海籍官

兵为主体的部队。薛迪敏告诉记者，早期

部队中85%以上都是上海人，因此将这本

回忆录捐赠给位于上海的志愿军纪念馆，

有着特殊的意义。

上海永福园总经理徐汶强告诉记者，永

福园志愿军纪念馆作为国内唯一由民间筹办

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已经收集了1352件历史

文物，大部分都是志愿军老兵或其家属捐

赠。在今年新增的200多件藏品中，这本回忆

录尤为珍贵，是研究抗美援朝战斗历史极为

重要的文献资料。在纪念馆中，这样的文献

资料、口述实录还有很多，馆方也正在研究如

何将这些资料数字化、互联网化，让观众能够

更好地阅读历史，感悟抗美援朝精神，也让老

兵们的回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数千元可购买 世界名表？
犯罪团伙藏身餐饮店，“点菜”即是“下单制假”

志愿军老兵捐赠“探照灯”部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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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元即可购得劳力士、宇舶等“百万级”

世界名表，还能享受“闪电发货”“货到付款”服

务？这背后究竟藏着一条怎样的产业链？

今天上午，上海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一个制售假冒世界名表的犯罪团伙被摧

毁，24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涉案金额高达4000

余万元。

朋友圈销售假名表
今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侦支

队接到举报：有人在朋友圈销售假名表。警

方从广告信息入手，逐步摸清了一个以王某

为首的“名表工作室”销售团队。

王某通过非法获取网络购物信息、手表

网站注册信息等，锁定了一批20岁至50岁的

“潜在客户”，然后招募了5名女性客服人员以

“撒网”的方式打电话添加客户微信好友，提

供劳力士、宇舶等腕表品牌的40余种畅销款

式样图供选购，以“复刻表”与真表悬殊的价

格差异吸引购买。

警方发现，这个名为“万表汇”的工作室

隐匿于福建漳州一商务楼内，客服人员根据

零售或批发额提成，单表售价一般在2000元

至5000元不等。但工作室并没有工厂和仓

库，发货地也均在广州，很可能只是真正制假

团伙的“末端代理商”。

专案组不断深挖上游，层层锁定了“二级

代理商”黎某、谢某和“一级代理商”陈某夫妇

等人。民警走访发现，陈某夫妇在广州某钟表

市场内开了一家钟表维修店。诡异的是，这家

店没有招牌，只在深夜开门收发货物，还曾在

一年内两次更换店铺楼层。民警分析判断这

里也不是假表源头。经过顺藤摸瓜，货物来源

最终竟然指向广东揭阳的两家餐饮店。

店铺挂羊头卖狗肉
今年“五一”期间，上海宝山警方赶赴揭

阳找到了这两家店铺，一家是“烧腊排档”，一

家是“海鲜酒家”。两家看似正常经营的餐

厅，似乎很难和制售假表团伙挂钩。但民警

走访周边商户和居民却发现其中疑点重重：

两家餐厅开了很久，所在地段租金很贵，店内

生意十分冷清，菜品也很单一，店员对进店的

食客不但不热情，反倒万分警惕。

赔本“生意”坚持这么多年，背后显然有

猫腻。警方暗访调查多日，最终锁定了一个

以郑某兄弟为首、藏匿在居民楼内的地下制

假窝点。郑某兄弟以两家餐饮店为掩护，在

正常菜单外设置“隐藏菜单”。里面的“套餐”

分别对应不同价位的假表订金。

比如，“烧腊全家福”600元，“海鲜套餐

A”1000元，分别对应不同名表款系。订货商

只需在店内扫码“点菜”，就能下单制假。真

正的“制表工厂”藏匿在两家饭店附近的居民

楼内。

制售环节极其隐蔽
郑某兄弟到案后交代，他们采购了全套

生产组装设备，通过各种配件市场、小工厂、

小作坊等收购囤积了大量手表配件，私自印

制商标贴纸、证书、包装等附件，具备了来单

即可加装商标、组装成表的能力。生产出的

假表由各级代理商分销，逐级赚取差价，一块

假表的物料成本最低仅200元，终端售价却高

达2000-5000元。

郑某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只根据订单

“生产”，并不批量囤积成品，同时通过开设餐

饮店给资金“洗白”，所有环节几乎都是兄弟

档、夫妻档，平日“做熟不做生”，极具隐蔽性。

为了以假乱真，这些“名表”从配件到产

品证书一应俱全，但质量堪忧。消费者买到

“走时不准”“动力不足”的假表，无法获得任

何保障，甚至无法在正规维修店找到对应表

款的配件更换。

目前，郑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假

冒注册商标罪已被宝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其余11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中制假配件

的供货渠道和其他层级分销人员，警方也在

进一步追查中。 本报记者 潘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