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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毒贩意外怀孕

郭某，云南人。其丈夫包某，临海

人。2016年2月，因贩卖毒品罪和开设赌

场罪，郭某和包某分别被台州市椒江区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和1年3个月。

随着案件判决，郭某和包某一案被交

付执行。但在交付执行期间，郭某却意外

地被查出怀孕。

同案犯的郭某和包某，在案发后即被

分开羁押，为什么郭某又会怀孕呢？

原来，郭某、包某有一个4岁的孩子，

考虑到孩子年幼，司法机关对郭某变更强

制措施为监视居住，以方便其照顾孩子。

但是，在丈夫被羁押期间，郭某发生了“婚

外情”并怀孕了。

根据法律规定，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

婴儿的妇女，暂不予收监。由此，在2016

年2月法院作出判决并交付执行后，郭某

被暂予监外执行。

2017年4月，随着郭某哺乳期结束，

郭某已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且刑

期未满，临海市司法局向椒江区法院提请

对郭某收监执行。2017年5月3日，椒江

区法院向临海市司法局送达收监执行决

定书，决定对郭某予以收监执行。

1岁多的非婚生子怎么办

收监执行决定书已下，郭某本应被立

即收监。但收监执行决定书下达1个多月

后，郭某依然未能被顺利收监。收监郭某

之难，到底卡在哪里呢？

临海市检察院介入监督发现，原来，

在2017年5月，郭某的丈夫包某就已刑满

释放。走出大墙的包某，无法接受郭某又

多了一个孩子，遂与郭某协议离婚。而郭

某则稀里糊涂，连孩子的生父是谁都说不

清楚，与包某离异后，在临海没有亲属的

郭某就一个人带儿子生活。因此，要收监

郭某，就必须先妥善安置好郭某1岁多的

儿子。

为了促进郭某顺利收监，2017年11

月，临海市检察院委托公安机关远赴郭某

云南的老家调查，想落实郭某儿子的抚养

问题。但是，郭某的父母和其他亲戚都拒

绝抚养。

亲父难寻，生母服刑，亲属无人愿意

抚养。才1岁4个月的男孩，该何去何从？

临海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主任

范正军说，检察机关严格依法监督刑罚执

行，郭某必须被收监。但是，法律监督也

不是无情的，郭某的儿子才1岁4个月，必

须妥善安置。

依法撤销监护权

考虑到郭某因服刑原因已无法履行监

护职责，2017年12月，临海市检察院向临

海市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向法院提

出撤销郭某的监护人资格，同时指定民政

部门为孩子的监护人，对男孩妥善照看。

2018年1月26日，临海市检察院与临

海市法院、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齐聚临

海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临海市法院依

据临海市民政局的申请，作出了民事裁

判，并向郭某宣读了民事裁判书，裁定撤

销郭某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临海市民政

局为郭某儿子的监护人。

在临海市检察院的监督下，郭某陪同

儿子在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了全面

体检后，于当天下午被顺利收监。

自此，在经历了8个月的多处调查核

实、牵头组织十余次由市委、市政府及公

安、法院、司法、民政、财政等相关部门共

同参加的协调会，并落实郭某儿子妥善安

置的一系列细节后，这起“跨年度”的刑罚

执行监督案例，终于有了“两全”的结局。

目送郭某儿子远去，范正军感慨：“只

要孩子能健康成长，这一切都值得！”

“骗子公司”开在繁华地段
每天资金流水多达上百万元

2016年3月，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群

众杨某正在玩微信，无意中看到一则男科

疾病广告，点击后弹出的产品疗效让他十

分心动，便留下联系方式，意欲购买。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湖北省武汉市，

康伴益生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平面内热闹

非凡，几十名业务员在工位上手持电话滔

滔不绝。一名业务员在电脑上见到杨某留

下的号码，便立即拨通，以“医疗机构工作

人员”身份向其“详细问诊”。

达拉特旗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戚

瑞说，这家公司在武汉市区繁华地段的一

座写字楼内，堂而皇之地进行诈骗。“公司

建立了多个微信公众号及QQ群，假冒医

务工作者，主要推销治疗男科、妇科疾病的

产品。”

杨某这通电话打了十几分钟，期间“工

作人员”给他“分析病情”，不断强调他们产

品“有奇效”，并举出多个“成功案例”。杨

某信以为真，购买了产品。

收到产品不久，杨某陆续又收到“专科

医生”“资深专家”等各色人等的“回访”电

话，推销“更对症、更有效”的产品，累计花

费3.5万元。

最后一次汇款后，杨某迟迟未收到产

品，发觉被骗。犹豫再三，他于2016年7

月6日下定决心报案。达拉特旗公安局刑

侦大队反电诈中队中队长杨隽飞说，被该

团伙骗过的人遍布全国，但此前一直无人

报案，因此越发肆无忌惮，业务越做越大。

办案民警调查该公司业务往来发现，

其每天资金流量最多时可达上百万元，初

步估计其涉案总金额过亿元。

2016年11月2日收网后，民警在电脑

中找到了当年6月以后的部分数据，之前

的早已被销毁。仅此期间，被害人就达

8945人，可查证的涉案金额逾1000万元。

起底诈骗团伙的
“三大套路”

该诈骗团伙以公司为包装，诈骗流程

清晰、成员分工明确。

套路一：紧盯“难言之隐”，虚构“神奇疗

效”。达拉特旗公安局刑侦大队反电诈中队

指导员郭索和说，该团伙把目标锁定为男

科、妇科疾病患者，利用了他们“病急乱投

医”及发觉被骗后“不好意思”报案的心理。

广告文本中，他们虚构并夸大“功效”，

还专门成立“推广部”，联系网站、微信公众

号推送，以扩大“撒网”范围。据估算，该团

伙30％的支出用于“推广”。

套路二：先培训后上岗，骗术“照本宣

科”。团伙头目陈某以高薪“挖”来多名“经

验丰富”骨干，对新招业务员进行“培训”，

“合格”的才能上岗。

记者在一份1.5万字的“话术单”中看

到，其标注了诋毁其他药品“治标不治本、

费钱不治病”的“忠告”，以及诈骗对象常提

问题的多版本“标准答案”。实施诈骗时，

业务员只需“照本宣科”。面对“专业”解

答，很多人对其“专业”身份深信不疑。

套路三：点评录音提“演技”，流水作业

“骗中骗”。民警在一台电脑中发现一份

“客服一部优秀录音”文件夹。杨隽飞说，

该团伙定期评选“优秀录音”，并进行点评，

以此提高“演技”。

该团伙还购买“订单系统”，以方便成

员查看受害人信息、诈骗进展及已骗金额，

进行“流水线式”诈骗。当有人购买产品后

反馈“没有效果”时，业务员会首先“表示惊

讶”并稳住被害人，然后通过系统将其信息

流转到公司“增值部”，由“资深专家”接

手。他们将根据“话术单”以各种理由推销

更贵的产品，继续实施二次或多次诈骗。

患者成为
诈骗团伙“唐僧肉”
远程诊病卖药切勿轻信

该团伙的微信推广平台，每天都会新

增大量“粉丝”，每个业务员日均拨打电话

上百次，靠“广种薄收”牟取巨量钱财。

记者梳理发现，当前各类疾病患者已

经成为诈骗团伙眼中的“唐僧肉”，他们利

用患者迫切希望早日康复的心理，大肆进

行诈骗，这类案件往往有以下特点。

——患者信息成为“热销产品”。有的

案件中，患者诊疗、网购保健品等留下的个

人信息，成为“黑市”上公开叫卖的“热销产

品”。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公安局近期

侦破的一起案件中，诈骗团伙就非法购买

了近100万条患者个人信息用于诈骗。

——廉价保健品成为“诈骗工具”。戚

瑞表示，该团伙出售“特效药”多达几十种，

每盒成本仅为几十元，经过“包装”后的售

价最低为进价的6倍，最高则达30倍。这

些保健品大多标识不全，且外包装上的文

字内容突出“特效”，极具迷惑性。

办案民警提示，网上声称有“神奇疗

效”，并推荐购买有关产品，再以各种理由

要求反复转账汇款的，基本均为骗局。广

大患者要提高警惕，以免蒙受不必要的

损失。

培训话术装专家 流水作业骗钱财
“远程诊病”团伙的诈骗套路揭底

新华社 刘懿德

近日，随着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的宣判，一个“远程诊病”团伙终于浮出水面。

这个团伙成员超百人，紧盯男科疾病、妇科疾病患者的“难言之隐”，在全国进行“远程诊病卖药”实施诈骗。仅有据

可查的被害人就近9000人，涉案金额逾1000万元。记者采访了办案人员，揭开这个百人团伙的诈骗“套路”。

女毒贩被判刑，她的1岁儿子该何去何从？
检察院介入监督，“两难”抉择有了“两全”结果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王良辰

因贩卖毒品和开设赌场罪而被判刑4年3个月，但在判决1年多后，罪犯却一直未能收监。是什么原因让判决无法

执行？临海市检察院依法监督后发现个中原因曲折复杂，且涉及一个非婚生孩子的妥善安置问题，收监成了一件棘手

的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