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说法】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沈宝琴 赵沐楠

本报讯 住家保姆赌博欠债 10 多

万， 为还赌债， 7 次窃得雇主 9 个奢

侈品包， 奢侈品回收人员为获利成

“销赃人员”， 被窃物品无法追回、 鉴

定。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住家保姆偷窃雇主家奢侈品包后利

用回收行业销赃的盗窃罪案件。

刘某某从 2015 年开始从事住家

保姆工作， 在 2023 年 7 月底通过中

介公司介绍来到青浦区林某家中担任

住家保姆， 每月基本工资 1 万元。

工作期间， 刘某某见现任雇主林

某家中二楼玻璃橱窗内存放有数十个

奢侈品包， 于是起了贪念。 原来， 刘

某某因沉迷网络赌博欠下了 10 多万

元债务无力偿还， 想到当时前雇主送

给自己的一款奢侈品包卖出了 6 万

元， 便抱有侥幸心理， 趁雇主外出时

实施了盗窃行为。

另外， 刘某某经介绍认识在上海

开办奢侈品回收公司的同行孙某。 孙

某派遣公司员工牛某与刘某某见面回

收奢侈品并协商价格。

按照公司回收流程， 员工与卖家

见面后对回收物品进行鉴定， 并将物

品拍照发送工作群内， 由群内的鉴定

师给出价格， 根据该数额与卖家进行

协商。 双方达成交易意愿后由卖家填

写登记单以记录个人身份及成交物品

等基本信息。 员工对登记单拍照并发

到工作群内后进行转账结算。

牛某在与刘某某协商回收事宜的

过程中， 要求刘某某按照公司回收流程

填写承诺书以保证回收物品来源真实，

刘某某询问牛某是否填写什么内容都可

以， 得到了牛某的肯定回答。

在此期间，据刘某某本人供述，自己

在这张证明回收物品来源真实的单据上

面“留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名字都是乱

写的， 对方说只要填了这张单子就可以

收了”。 牛某与刘某某进行交易时，早已

意识到刘某某只收现金、 删除支付记录

等要求和短短几个月内卖出 9 个奢侈品

包的行为都十分异常，但仍予以收购。

经查， 刘某某先后 7 次窃得林某放

于二楼玻璃橱柜的奢侈品包共 9 个， 销

赃得款共计 5 万元。 案发时， 涉案奢侈

品包已灭失， 未能进行价格认定。

青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刘某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秘密窃取他

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

罪， 依法应予惩处； 被告人牛某明知是

犯罪所得而多次予以收购， 其行为已构

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依法应予惩

处。 被告人刘某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系自首， 依法

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牛某到案后如实

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依法亦可以从轻处

罚； 两名被告人认罪认罚， 依法均可以

从宽处理。 被告人牛某在审理过程中主

动退出其违法所得， 可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人刘某某

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

金 2 万元； 被告人牛某犯掩饰、 隐瞒犯

罪所得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15000 元。 宣判后， 两名

被告人均未上诉， 判决现已生效。

保姆为何月入过万还伸出“第三只手”
青浦法院审结一起利用回收公司销赃的盗窃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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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里有金属丝？ 顾客要求“退一赔十”
静安检察院公诉一起敲诈勒索案，多人被判刑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苏双丽 实习生 曾奇桐

一个月连接三起投诉， 消费者称婴幼儿奶粉里有金属丝， 并要求“退一赔十”， 奶粉企业

派专人深入生产线排查却并未发现异常……近日， 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上海

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整个庭审十分精彩， 也很有警示教育意义。” “建议司法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分析案

发原因、 挖掘背后的社会治理隐患， 坚持源头治理， 强化部门联动， 加大普法力度， 协力做好

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后半篇文章’。” 近日， 静安区检察院举行“静心护企” 检察开放日

暨优公示范庭观摩活动， 受邀的上海市人大代表曹惠芳这样评价这起敲诈勒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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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多月 3 起投诉？ 事

出蹊跷

“去年 6 月至 7 月， 我们接连收

到 3 次‘维权’ 投诉， 内容惊人相

似， 皆为我们的婴幼儿奶粉中混有纤

维或金属异物， 对方以食品安全保护

法为由， 提出‘退一赔十’ 的赔偿。”

今年 1 月 10 日， 某知名奶粉企业公

司报案， 称疑似遭敲诈勒索。 据该公

司介绍， 公司采用多重质检措施， 不

应存在混入金属异物的情形， 此前也

从未收到过类似投诉。

然而， 这 3 次投诉均是消费者向

公司公众号直接发送“开箱视频”

“开罐视频”， 反映奶粉中掺杂异物。

该公司坦言， 这些视频一旦在网上传

播， 将导致企业品牌形象严重受损，

于是先行补偿 3 名客户总计 17650

元。 但当公司欲进一步沟通时， 却发

现被对方“拉黑”。 从 6 月初的一罐

奶粉要求“退一赔十”， 到 7 月中旬

的一箱 6 罐奶粉提出同样的赔偿要

求， 该公司最终决定报案维权。

1 月 10 日， 公安机关当即以涉

嫌诈骗罪立案， 并锁定犯罪嫌疑人冯

某某、 何某某、 王某某等人。 冯某某

当天主动投案， 并供述了自己受王某

某指使， 按照对方教授的网购奶粉、

由何某某投放异物、 拍摄视频发送企

业后台进行投诉的整个过程。 1 月 16

日， 公安机关将何某某、 王某某捉拿

归案。 但侦查阶段， 何某某、 王某某

始终否认往奶粉中投放异物。

静安区检察院及时指派检察官郑

翼、 检察官助理张蓝予依法提前介

入， 引导公安机关全面规范收集、 固

定证据； 同时， 加强线索研判， 根据

职业索赔人的牟利行为与特征， “纵

向深挖” 行为人的其他犯罪事实、

“横向排摸” 关联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最终深挖出包括何某某、 王某某在内

的共 6 名犯罪嫌疑人、 十余家奶粉企

业收到“开罐视频” 的多个事实。

恶意制造质量问题，多

人获刑

经进一步查证， 从去年 5 月至 8

月， 何某某与其女友王某某为牟利，

结伙或指使冯某某、 义某某等人， 先

行通过某网购平台购买多个品牌奶

粉， 再由何某某向奶粉罐中投放异

物， 恶意制造产品质量问题， 随后拍摄

“开罐视频”， 以此向网购平台及相关品

牌奶粉公司投诉， 要求“退一赔十”。

通过上述方式， 何某某、 王某某先后多

次从三家公司索得钱款共计 1.7 万余

元， 并向冯某某分成 4188 元， 向义某

某分成 2600 元。

去年 7 月， 老乡刘某某从何某某处

得知上述“捞偏门” 的牟利方式后， 结

伙赵某某从某电商平台购买了 1 罐该公

司生产的奶粉， 并按照上述相同手法向

奶粉中投放异物、 拍摄“开罐视频”、

要求“退一赔十”。 凭此， 赵某某获得

该公司 4050 元赔偿， 并向刘某某分成

2000 元。 今年 2 月 8 日， 何某某、 王

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批准逮捕。 其

余犯罪嫌疑人先后被取保候审。

静安区检察院综合考量各行为人在

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 先后对主犯

何某某、 王某某以及刘某某依法以涉嫌

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 日前， 静安法院

判决刘某某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拘役 4

个月， 缓刑 4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判决何某某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

刑 2 年， 并处罚金 1.5 万元； 王某某自

愿认罪认罚， 且在开庭前主动赔偿被害

公司损失， 法院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

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8000 元。

“今天的庭审进一步坚定了我们依

法维权、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决心，也让

我们更加相信，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受邀旁听庭审的被害奶粉企业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道。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检察官说案】

通过非法手段制造 “假货” 再进行

索赔的 “牟利性职业索赔” 行为， 不仅

会严重削弱公众对奶粉品牌的信心， 影

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而且严重破坏

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对市场经

济秩序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

今年 10 月 24 日， 静安区检察院联

合区公安分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签署

了 《关于建立消费市场恶意投诉举报涉

嫌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及联合治理机制的

意见》， 建立完善了以侦监协作办为枢

纽的线索快速移送、 侦办协作、 案件会

商、 行刑衔接、 信息共享等机制， 并就

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诉源治理、 普法宣

传等作了详尽的规定 ， 努力打造全方

位、 多层次、 立体化的监管体系， 共同

维护区域良好的营商环境、 市场环境和

消费环境。

  青浦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沈宝琴

表示， 近年来家政行业飞速发展， 市

场需求和供应大大增加， 家政服务人

员利用在雇主家工作的特点进行盗窃

的案件也随之增多。

雇主在雇佣保姆时， 建议选择正

规的家政服务公司或者中介公司， 可

以要求公司出具保姆的无犯罪记录证

明， 一旦发现保姆有不良行为或不良

嗜好要及时采取措施规避风险。

同时， 家政服务公司和中介公司

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的审核和

登记， 及时接收雇主的反馈和举报， 一

旦发现从业人员有不良行为甚至违法犯

罪行为， 应当给予公司内通报批评等惩

戒措施或者解除劳动、 劳务关系。

此外， 奢侈品回收方应加强对出售

物品顾客的个人基本信息核查， 严格登

记、 审核、 备案回收物品信息， 若在收

购过程中发现所涉物品系违法所得， 应

当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避免成

为滋生盗窃、 销赃行为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