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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安徽黄牛肉”低价卖
盯上年货市场，黑心商家用

廉价猪肉冒充“牛肉”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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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为贵
今年 80岁的周老太是小区有名的“辣

婆”，与他人一语不合就要吵架，一吵架非得
“赢”不可，不“赢”不罢休。以前老伴在世时
经常会劝慰，居民看在她老伴的面上，不计
较。自从老伴去世后，老太愈发控制不了情
绪。这不，前几天与隔壁邻居今年73岁的老
王因猫碗的放置发生口角，老太就天天指桑
骂槐喋喋不休。这天老王实在忍不下去，就
上门说“理”，结果可想而知，两人一语不合竟
动手打了起来。老太操起一旁的铁锹向老王
扑过来，老王见势不妙，上前夺下铁锹，把老
太按在地下抡起拳头就打，直到邻居听到老
太的呼救声，上前把两个人劝开，并报了警。
民警赶到现场将两人带到派出所，并开了验
伤单让两人各自去医院验伤，结果CT拍下来
周老太三根肋骨骨折，鉴定为二级轻伤，老王
则软组织挫伤。
周老太的儿子是个孝子，平时虽没与母亲

住一起，但对母亲很是关心，见母亲被邻居打
伤，肋骨骨折，心疼不已，便提出让打人者赔偿
15万元，并绳之以法。老王家境比较困难，仅
凭自己微薄的养老金生活，妻子又是无业人
员，15万元，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自知
理亏的他，没有选择上门赔礼道歉安慰周老
太，而是设法找到一位平时与周老太有过结的
旁人做了“周老太早在前几天从楼梯上摔下
来，摔断三根肋骨”的伪证，以说明周老太现在
的伤跟自己无关。老王的做法引起周老太儿
子的愤怒，扬言要“报仇”，还找到了我。
听了周老太儿子愤愤不已的诉说，我心

里有了谱。其当时并不在事发现场，我先跟
老王通了电话。我问他两个问题，一是当天

是不是你主动到周老太家，为猫碗搁置之事
责问周老太？二是周老太是否拿起铁锹准备
打他？他一一做了回答。我问他如果周老太
前几天就摔伤了，造成三根肋骨骨折，能拿得
起铁锹吗？老王支支吾吾一时语塞。我告诉
他作伪证是犯法的，把老太打伤了，且造成二
级轻伤，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老王起先还强调自己是正当防
卫，我告诉他正当防卫并不是把对方打伤。
从双方的年龄、身体各方面来看，周老太都处
于弱势，把铁锹拿下就可以了，不应该再把她
按在地上打，这样的行为已经算故意伤害他
人。其他不说，就说支付的各种费用，包括医
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必要的营养费，加起来

就不少。老王开始诉说自己的种种困难，我
告诉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该赔偿的一分也
不能少，关键是自己要知错即改，上门向周老
太赔礼道歉，取得老人及其家人的谅解。据
老王说，其实他们两家以前关系很好，自己和
妻子经常照顾周老太夫妇，后来是因为周老
太老伴去世后，老太经常出言不逊，两家关系
才开始变得恶劣。
随后我又劝周老太的儿子，该赔偿多少

应该依法办事，不能狮子大开口。首先，母亲
也有责任，不考虑邻里关系，平时出口伤人，
更不应该拿起铁锹打人，幸好被老王夺下。
其次，母亲平时独居，子女不在身边，少不了
邻里间的照顾，没必要斤斤计较。当下先照
顾好母亲，让母亲早日康复。至于赔偿事宜，
可以请民警出面当事双方坐下来好好协商，
协商不成可以走诉讼程序，但邻里之间还是
应该以和为贵。 人民调解员 青云

春节假期，不少人忙着采购年货，但在

购买过年食材的同时也要多个心眼仔细鉴

别，情侣蔡某、张某就用廉价猪肉冒充“牛

肉”低价销售，骗了不少人。日前，金山区

检察院依法以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两人

批准逮捕。

2021年6月，蔡某和张某离开老家外

出务工，其间蔡某在超市内看到牛肉售价

高昂，而猪肉售价则相对低廉，想到自己曾

见过有些部位的母猪肉和牛肉外观极为相

似，若是用猪肉冒充牛肉出售就可以从中

赚取不少利润，心动的蔡某便打起了卖假

牛肉的主意。

“我们用猪肉冒充牛肉低价去卖，进价

和售价中间能赚不少！”蔡某将自己的“发

财大计”与女友张某商量了一番，觉得可行

的两人就此操办起了贩卖假肉的“流动摊

位”。每天早晚，两人都会装着“牛肉”，驾

驶车辆寻找人流量较大的路口以及上海各

个集市、菜场周围，摆摊散称零售，而所谓

的“牛排”“牛腱子”“牛梅花肉”，实际上均

是蔡某事先从商贩处购买的“鲜冻猪宽寸

排”“猪腱肉”“猪梅花肉”。

为了吸引顾客，两人会在摊位前摆上

写有“安徽黄牛肉、牛排”等字样的标价牌，以

低于正规牛肉每斤18至20元的价格对外宣

传。遇到有疑心价格的顾客，两人就会以

“从老家运过来的、卖的是批发价格、薄利多

销”等话术打消对方的怀疑。

处理过的猪肉虽然与牛肉的外观、口感

都极其相似，但买的顾客多了难免不被发现

差别，因此两人每隔几天就会换地点“摆摊”，

直至2021年11月，蔡某、张某两人在销售假

牛肉时被民警当场查获，经鉴定，蔡某两人

售卖的假牛肉均检测为猪源性成分。

检察官说法

对于那些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肉类产

品，消费者应提高辨别意识，不要被所谓的

“超低价格”蒙蔽，不要在无证无照的流动

摊贩、食品店购买牛肉、猪肉等制品，尽量

到正规商场、菜市场购买食材。

检察官提醒，广大的食品经营者要懂

法、守法，用自己的劳动获得合理的利润，

切莫投机取巧，以次充好。消费者一旦发

现可疑肉品,可保留发票、购买凭证、剩余

肉品等，为投诉维权提供证据。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记者 屠瑜

本报讯（通讯员 金朝 记者 袁玮）青春

少女欲跳河轻生，经验丰富的公安指挥长对仅

有的一段报警电话录音分析研判，指挥民警在

河边成功将其救下。

近日，徐汇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接到一起

110报警：一名女子自称欲跳河自杀。当值指

挥长方远航认定情况紧急，第一时间指挥属地

派出所民警前往辖区主要河道附近巡查，并派

遣警力至女孩家中查看并核实情况。

在和家属取得联系之后，警方初步得到了

女孩出行时间、去向、大致轨迹等。方远航一

边指挥民警前往搜寻，一边联系女孩，尝试与

她沟通对话，安抚她情绪，为民警救援提供时

间。“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如果你有什么

想不开的，都可以和我们说，我们会帮助你

的！”女孩除了哭泣，并没有说出太多言语。不

过在反复听取电话录音后，方远航发现她的

位置应在室外，且没有风声。而当天气温骤

降，室外大风凛冽，根据“跳河”这条线索，他

将女孩家附近河道作为重点区域搜寻其所在

方位，凭借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冷静分析，推断

女孩应处于相对封闭区域，且很有可能在某

座桥底下。随即，他打开地图找到符合条件

的位置，指挥民警立即前往。果不其然，民警

在一桥底下成功将欲跳河女孩救下，并将她

带回了父母身边。

本报讯（通讯员 姜叶萌 记者 袁玮）

“过桥”垫资、保本高息、代为理财，还上门服

务，如果平时有人向你如此推销理财产品，也

许你会觉得这人莫不是个骗子？但假如这个

人是你认识多年的银行理财经理呢？缺钱炒

股，诈骗来补，某银行原理财经理张某的一番

操作，将老客户、身边朋友的600万元理财资

金据为己有，并挥霍一空。近日，虹口区法院

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

张某从1997年开始从事银行柜员的工

作，2005年跳槽到某银行后担任理财客户经

理。随着在银行工作的时间越来越久，每天

看着客户的大额资金进进出出，张某心里也

痒痒的，很想操盘资金，投资赚大钱。作为资

深理财客户经理的张某维系着很多长期合作

的老客户，于是动了一个念头：“若通过客户

的资金借鸡生蛋，岂不是能赚大钱？”

2015年前后，张某瞒着自己所在的银行，

私下里以资金过桥、第三方贷款、保本高息、

帮助理财等名义，或要求老客户把资金转账

到张某哥哥的银行卡上，由其操作买卖，或要

求老客户将资金账户直接交由其管理，张某

则以虚假的银行理财协议搪塞。多的时候，

张某称手上的资金同时期高达2000万余元。

那么钱是如何被张某挥霍一空的？一方

面，张某将钱款投进了股市、黄金、期货市

场。起初，短暂的不稳定收益还能归还客户

本金和利息，但不久后，股票等高风险投资血

亏，张某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账户上的数

字也让张某自我膨胀，2019年张某包养“小

三”，甚至为其出资200万元买房。2020年12

月，张某所在银行在对内部员工排查时发现，

张某通过亲属账户与客户发生资金往来，并

利用信用卡套现，于是将张某开除。1个月

后，张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经法院审理查明，张某利用其担任某银

行理财客户经理身份，获取被害人信任，骗取

资金用于个人风险投资、偿还债务、为婚内女

友买房（另案处理）、日常开销等挥霍行为，并

将部分赃款转移至其妻名下银行账户后被提

现。截至案发，被告人张某共计从李女士等9

名被告人处骗取资金600万元。同时，张某还

以银行购置礼品刷积分、帮客户免除信用卡

年费等名义从3名客户处骗取信用卡及密码，

累计套现64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的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被告人张某犯罪后

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

罚。最终，被告人张某犯诈骗罪、信用卡诈骗

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40万元。目前，张某已经没有能力偿还骗取的

资金，本案生效后，将交由法院执行局追赃。

那么，这些老客户是如何被骗的呢？受

害人之一王阿姨是张某的老客户，时间一长，

王阿姨对张某非常信任，之后干脆把自己的

银行卡和密码交给张某，委托其购买理财产

品。每次购买理财，张某都上门服务，从不在

银行网点，所购理财的种类也由张某事先选

好，出于对张某的信任，王阿姨从未核实过这

些理财产品的真假。理财到期后，王阿姨也

曾向张某讨要资金，为了拖延时间，张某拿出

几张银行投资理财协议让王阿姨补签，打消

其催款的念头。直到张某案发，王阿姨才得

知自己投入的近200万元都被理进了张某的

腰包，理财协议是假的，连上面盖的银行章也

是张某用私刻的“萝卜章”盖上去的。

受害人之一李女士是张某多年的朋友，

张某以利用“存贷比贴息”“过桥资金”等可以

帮助李女士理财为由，说服李女士将钱款交

给他打理，而张某则承诺高收益，但前提必须

将资金转入张某哥哥的银行账户上才能频繁

操作，稳赚不赔。基于信任，两人一直是口头

约定，从未签署任何合同。直到张某无法按

期还款，李女士到银行询问，谎言才被戳破。

法官提醒，应通过正规银行柜台购买理财

产品，不要将资金转入其他任何个人或企业账

户；购买理财产品一定要签合同，仔细阅读各项

条款；投资有风险，所谓的“稳赚不赔”“高额回

报”一般都不靠谱；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绝不

轻易交给他人。

银行理财经理“上门服务”
原是大骗局！老客户被骗600万元

？

孙绍波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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