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警方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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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高峰）记者从上海警方

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上

海公安经侦部门已累计侦破经济犯罪案件

4000余起，为国家和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91.2亿余元，有力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庄莉强

警官介绍，上海警方依托新型现代警务机制，

全力守护国家税基安全，打击资本市场犯罪，

清除信贷领域风险，开展反洗钱专项攻坚和

国际追逃追赃，迄今已累计打击证券犯罪团

伙30余个，打掉信贷领域新型有组织犯罪团

伙120余个，侦破地下钱庄和洗钱案件390余

起，先后从27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出逃境外的

经济犯罪嫌疑人190名并追缴赃款4亿余元。

警方聚焦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重点围绕高新技术、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婴童

玩具、文学作品等行业领域，严厉打击侵犯核

心技术商业秘密和侵犯著作权、商标权、专利

权的违法犯罪，成功侦破侵犯芯片技术商业

秘密、骗取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侵犯教材教辅

著作权、制售假冒品牌耐磨钢板等一批重点

案件，累计保护110余个国内外品牌的合法权

益。针对“套路应聘”诈骗中小微企业薪资、

冒充影视出品方实施合同诈骗等重点线索，

开展深层次分析研判、拓展经营、全链打击，

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涉案金额7亿元。

为了守护百姓钱袋子安全，警方严厉打

击各类危害人民群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体合法

权益的侵财类犯罪，破获了一批假借保险代

理、数字藏品、养老服务等名义实施的投资理

财骗局，并针对假借策略选股软件非法经营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利用新三板股票非法经

营证券承销业务、利用分仓软件配资非法经

营证券期货经纪业务等犯罪行为开展专项攻

坚，摧毁了20余条黑灰产业链。

今年破经济犯罪案件    余起
挽回经济损失91.2亿余元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牵头闵

行、嘉定等分局，成功侦破假借策略选股软

件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系列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56名，涉案金额9200余万元。

今年2月，上海警方发现网络平台上出

现多款号称能为投资人实现自动选股交易

的App，而其运营公司均未取得证券投资咨

询许可资质，可能存在非法荐股的违法犯罪

行为。深入调查后，警方挖出3个以策略选

股为幌子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犯

罪团伙。

经查，以钟某、陈某、黄某等人为首的3

个犯罪团伙为牟取非法利益，分别注册成立

多家科技公司，下设研发、推销、售后、客服

等团队，在未取得相关经营许可的情况下，

私自开发多款策略选股App和算法，随后以

“个股涨停”“资金快速翻倍”“一年3.5倍收

益”等为噱头，通过发布网络广告、随机拨打

电话等方式引流发展客户，以每年2万元至

25.98万元不等的软件服务费，对外兜售“AI

智能炒股机器人”“金牌服务版策略模型”等

非法软件及“蛟龙出水”“见龙在田”等各类

名目的软件功能，或是以每款200元至

13888元不等的价格，推销其根据自身炒股

经验开发的所谓算法模型，以此非法牟利。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团伙会以提供包含

180种策略的参数化自动选股交易工具为

名，向客户推销“大户版”“机构版”等进阶服

务，进而提供全套参数设置建议乃至远程代

客操作服务。这些非法软件预设的自动化

全仓买入、亏损卖出、高频交易等激进的操

盘手法，极易造成投资人亏损。

今年5月至7月，上海警方捣毁了这3

个非法荐股犯罪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

嫌非法经营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本报记者 潘高峰

近日，上海警方破获一起利用非法App引

流实施高利放贷系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67名，取缔非法网贷App十余个，涉案金额达

2.4亿余元。

去年11月，市民张先生收到一条网贷广

告短信，点击链接下载了网贷App。在注册、

登录过程中，张先生忽视了手机跳出的非法软

件提醒，上传了身份证及银行卡信息，甚至允

许这款App读取个人通讯录信息。之后，张先

生办理了为期一周的1万元短期借款，实际只

收到7000元，剩余的3000元被预先扣除作为

借款利息。一周后，出借人打来电话要求张先

生归还1万元，但张先生认为30%的周息过

高，未予全额归还。随后，出借人多次通过电

话、短信辱骂、恐吓及骚扰通讯录好友等“软暴

力”方式威胁张先生还款。

与张先生有着类似经历的借款人不在少

数。今年3月，上海警方分析接报的多起借贷

纠纷，发现背后有多个犯罪团伙利用非法网贷

App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上海市公安局经侦

总队牵头普陀、浦东等5家公安分局成立专案

组立案侦查，先后锁定了全国范围内的6个高

利放贷团伙。

以杨某等人为首的这6个团伙，私自开发、

运营10个非法网贷App，并伙同以郑某等人为

首的非法引流黑产团伙，通过短信群发、线上广

告投放等方式引流客户。这些团伙与8000余

名不特定借款人签订5—7天的线上短期小额

借款合同，在扣除合同借款金额25%至35%的

“砍头息”后向借款人放款，并要求借款人到期

后全额还款，不然就用“软暴力”手段非法催收。

今年5月至11月，上海警方将这6个高利

放贷犯罪团伙捣毁。目前，12名主要犯罪嫌疑

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

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余犯罪嫌疑人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本报记者 潘高峰

    余人遭遇网络高利贷
6个团伙被捣毁，案值2.4亿余元

“  炒股”卷入    余万元
3个非法荐股犯罪团伙被捣毁

楼道，不仅是居民行走的通道，也是

消防安全的重要场所。在上海消防近日

发布的火灾防范  条提示中就提到，居

民楼道内请勿堆放可燃物、电动自行车不

要停放等。

从申城近年来发生的火灾来看，有不

少是由楼道消防隐患引发的。今年5月，

杨浦区某小区居民楼发生火灾，消防员扑

灭大火后发现，配电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

杂物，包括纸板箱、旧鞋子、车罩等。一次

又一次的火灾教训提醒我们，“小患”可能

引发大火，要让火灾隐患止于萌芽。

消除楼道火灾隐患人人有责。一些人

有在楼道堆放杂物的习惯，比如闲置的家

具、自行车、包装纸、垃圾、泡沫箱等，这些杂

物稍遇明火就可能引发火灾，火灾严重时

还会影响楼内居民的逃生。《消防法》等明

确楼道堆放杂物是违法行为。小区楼道属

于公共空间，为了自身和邻里的安全，每

个人都应自觉不占用公共空间，保持楼道

的整洁和畅通。

消除楼道火灾隐患人人尽责。《上海

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明确禁止了电

动自行车在楼道充电等行为，但一些居民

楼的楼道中依然停放着电动自行车。对

此，物业部门要承担起管理责任。同时，

对于居民来说，遇到楼道中有违规停放的

电动自行车，应及时向物业及有关部门反

映，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消除楼道火灾隐患，也需要引入技防

手段。例如，一些小区在楼道内引入了人工智能

电动自行车识别算法的摄像机，可一体化完成分

析、识别、预警，并及时向物业值班室发送消息。

有堵亦有疏，有关部门可以在车棚等处加装智能

充电设施，满足住户对电动自行车的停车、充电需

求，为居民筑牢“安全防护网”。

距离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已经超过

40小时，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震后遭遇砂涌的草滩村、金田村仍有人

员被埋失联，牵动人心。记者深入两个村

采访发现，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安置帐篷热

气升腾，人们紧张、焦虑的心逐步稳定。

12月19日凌晨，积石山6.2级地震引

发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中川乡草滩村、金

田村两地发生砂涌。突如其来的泥沙将道

路掩埋，部分民房或倒塌，或“淹没”在泥沙

之下，20人失联。

距离灾情发生已经超过40小时。截

至20日16时，仍有13人失联，救援工作始

终没有停止。

轰鸣的挖掘机声不绝于耳。

“家属还在等，我们不能停。”国家消防

救援局青海机动队伍副组长王律说，157

名救援队员19日凌晨两时多便赶到金田

村，肩背锹挖，轮番作业，大家都累坏了，但

谁也没想过停下。“家属就站在那儿等着，

救援就是他们的希望。”

据王律介绍，他们的工作作业面下方有

数名人员被埋。从最开始只能靠人工挖掘，

到如今大型挖掘机清出通道进场，挖掘速度

大大加快。“昨夜一直干到凌晨泥沙被冻住，

今天一早又开始工作，估计还要干到凌晨。”

在草滩村，海东市消防救援支队综合

指导科科长黄世璞步履匆匆走向救援现

场，他们这支118人的救援队伍在这里作

业也已经接近40小时。面对记者的采访，

他说：“这里应该还有人被埋在泥沙里，还

得抓紧挖。”

对生命的敬畏，是这个寒冬灾区里最

温暖的一幕。

20日，记者来到位于中川乡草滩村美

一小学的临时安置点。“加油草滩村”“加油

金田村”——在教学楼一间教室内，黑板上

这几个字温暖着所有人。这是草滩村一名

13岁小女孩祁妍婷写的。灾后，她和弟

弟、母亲、父亲及其他亲人一起住在这处临

时安置点。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后，小女孩

逐渐走出地震之初的恐惧。记者进入教室

时，小女孩正在和小朋友玩耍。

中午时分，54岁的村民何永伟一手拿

着馍馍，一手捧着用白菜、粉条、羊肉做的

“熬饭”。“一日三餐都有保障，住得也暖

和。”何永伟说。

在何永伟身后是一排安置帐篷，走进

时感到一股暖流。

“真的挺暖和，住着心里踏实。”49岁

的草滩村村民祁生玉边说边带记者走进他

居住的帐篷，里面炉火正旺，炉子上面水壶

传来“噗噜、噗噜”的响声，炉边上放着他泡

好的茶水。围在火炉旁，邻居们唠着家常。

回忆起地震时的场景，祁生玉双眉紧

蹙。“房子震得咚咚响，我们不敢回去，在屋

外冻得发抖。”祁生玉搓了搓手说，“幸好政

府建立了安置点，搭帐篷、安火炉，让我们

睡了一个暖和觉。”

帐篷外面，方便面、牛奶、矿泉水等救

灾物资已经堆成“小山”，随时供给有需要

的村民，一旁还有几个可移动供暖设备。

院子的一角，一家拉面馆将摊位搬了进来，

切菜的案板发出当当的响声，煮面的大锅

升腾着香喷喷的热气，后面一张条幅写着

免费拉面供应点。

这炉火让人温暖，让人心安。

据新华社西宁12月20日电

直击青海灾后40小时：

救援挖掘争分夺秒 安置物资堆成“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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