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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贵港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制售假
冒注册商品“海飞丝”洗发水案件，缴获假
冒洗发水15万余瓶，涉案价值达1.2亿多元。

记者在案发的仓库看到，这些假冒洗发
水的蓝色瓶盖上都贴有一个圆形的防伪标
签，几乎和正品包装上的一模一样，肉眼很
难辨别真伪。上面写着防伪查询网站的网址
和查询电话，同时还有一组14位的序列号验
证码。标签上写着“纤维有凹凸感，用针可
挑出”。记者扫描假冒瓶上的条形码，不仅
显示出商品简介等字样，还显示了其在电商
平台的销售价格，与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洗
发水扫码结果完全相同。

湖南湘潭警方最近公布了一起假冒“伟
哥”类保健品特大案件，涉案金额达1.5亿
元。该团伙生产“万艾可”等假药以及“虫
草鹿鞭丸”等百余种有毒有害产品，通过购

买假冒商标和防伪标签进行包装。
在江苏盐城市盐都区，公安机关查获一

起假冒茅台等高档白酒案件。犯罪嫌疑人严
某将生产的伪劣白酒，用从饭店回收的茅
台、洋河蓝色经典等高档白酒的空瓶进行灌
装，然后购买伪造的商标和防伪标签进行包
装后高价出售。

除了上述案件，记者调查发现，今年以
来，安徽、江西、广东等地也发现了多起制
售假冒商品的案件，其中均涉及假冒防伪标
签情节。

据一些办案人员介绍，在一些地方的乡
镇，有些没有任何资质的小作坊，仅仅靠几
台简陋的机器和几个工人就开工生产防伪标
签。各类假冒名牌防伪标签随便印制、“论
斤买卖”。

在北京郊区一处规模不大的印刷厂，记

者发现，简陋的厂房里有几台设备正在印制
防伪标签。这些防伪标签纸质单薄、图案模
糊，但编码和查询网站一应俱全。业务员告
诉记者，他们可以承接各种防伪标签生产，
但需要签署一份免责协议。“我们只管生
产，至于你怎么用、用到哪里与我们无
关。”这位业务人员说。

中国防伪行业协会负责人介绍，当前，
市面上各类假冒防伪标签的生产十分猖獗。
其中，烟酒、化妆品等高利润商品是假冒防
伪标识的重灾区。一些不法商家“与时俱
进”，不仅申请了400、800验证电话，还建
立了专门配合防伪标签查询的网络系统，有
些甚至印上“中国防伪协会监制”字样。

“只要有商品用上新的防伪标签技术，
很快市场上就会出现相对应的假冒产品。”
这位负责人说。

日前，广东中山一女大学生称，在当地街
头遭到一陌生男子强行拖拽，涉事者系黄圃镇党
委委员、纪委书记何联勋。目前，何联勋已被警
方行政拘留，并被市纪委开除党籍降为科员。

4 月 22 日晚上 10 时许，广东省中山市电
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的一名谢姓女生，在经过
该校北门时，被一名陌生男人强行拖拽上车，
被路过的四名该校女生及时搭救。该女生随后
将此事在朋友圈中发布，并详细描述了具体经
过，曝光了尾随者驾驶的车辆号码。网友根据
谢姓女生的描述，称涉事男子疑似是中山市黄
圃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何联勋。

事发后，中山市对此高度重视，中山市纪
委、公安部门立即组织精干力量深入调查取证。

根据中山市公安局官方微博4月24日凌晨
发布的消息称，何某交代说，当晚在经过该路段
时，误将路过的谢某，看成自己一位认识的朋
友，于是上前打招呼，并拉了谢某的手。发现认
错人之后，便马上离开。何某对自己的行为不
当，给谢某造成的惊吓表示道歉，并请求谅解。

鉴于何联勋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
条第（四）项规定，石岐区公安分局于4月25
日对何联勋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决定；
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
八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
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有关规定，何联勋的
上述行为已严重损害了纪检干部形象，造成社
会恶劣影响。经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
其开除党籍处分，行政级别降为科员。

据《京华时报》

日前，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副县长霍孟超
在当地一家中学食堂为其长子举行婚礼，引发
关注。霍孟超4月25日回应称，婚礼举办前已
向邢台市纪委报备“在家举办婚礼”，而该私
立中学由其家庭创办，所以“中学食堂就是
家”。

承办此次婚礼的平乡县日新婚礼艺术机构
负责人4月24日称：“这次举办婚礼的是霍县
长的大儿子，我们是前一天下午到学校进行的
场地布置，酒席是学校食堂自己的厨师做的。
这个婚礼我们只是负责现场布置和录像，收了
8000多元，平时都是一万元以上的价格。”

4月25日，平乡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于
京礼回应记者说：“副县长霍孟超曾与其提到
过孩子办婚礼的事，但是按照规定，副县级以
上干部操办婚丧嫁娶要直接上报到市纪委，县
纪委只是帮助霍孟超介绍了市纪委的渠道，具
体报备内容不清楚。”

邢台市纪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则表示，“经
过业务部门查询，平乡县副县长霍孟超为长子
操办婚礼已在市纪委报备，报备情况为‘4月
17日，在家举办婚礼，婚车六辆，参加人员
一栏没有填写’。”然而，平乡县日新婚礼艺术
机构负责人却回忆说：“婚礼现场一共 40 多
桌，300 多人，安排了八辆婚车，头车为宾
利。”

针对邢台市纪委方面提供的婚礼报备情
况与他人反馈婚礼现场情况存在出入，霍孟
超向记者反复强调称：“此次婚礼是严格按
照规定举办，经由县纪委报到市纪委。”不
过霍孟超并没有否认婚礼是在中学食堂举办
的，他说：“婚礼举办场所是在家里，学校
是他家自己的私立学校，参加人员都是双方
的亲属，共计12桌。” 晚综

防伪标签是打击和防范假冒商品的重要
手段，也是构建公众对商品信心的基础保
障。业内专家认为，防伪标签生产的乱象，
暴露了行业监管薄弱和法律约束不足。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涉及防伪行
业监管的有质检、工商、公安等诸多部门，
而现行管理依据仅有国家质检总局2002年发
布的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而且，这

一管理办法也并不具备法律强制性。
业内人士介绍，在国际上，防伪产品属

于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特种技术产品，普遍
由政府严格监管。有些国家防伪技术企业仅
十几家，且都由政府监管并派遣驻厂代表，
对企业防伪产品生产的销售合同进行监督，
既能够查询到防伪产品流向，也能够查询到
企业应用的是何种防伪技术。

中国防伪行业协会秘书长殷荣伍认
为，当务之急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完
善相关法律规定，让防伪技术应用“有法
可依”，减少监管盲区。同时，在源头上
对生产企业进行“闭环监管”，进行全流
程的生产和流通监控，确保防伪产品的技
术和品质安全。

据新华社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流通的这些假冒
防伪标签几乎都是公开交易。在一些电商平
台，只要输入“防伪标签”等关键词，便能
搜索数千家卖家提供防伪标签印制服务。记
者咨询的多家企业均表示，可以定制各种防
伪标签，包括比较流行的“纤维防伪”“温
变防伪”“滴水防伪”“微缩文字防伪”等。
不少商家表示，只需花500元就能够提供上
万枚定制标签。

尽管多数商家声称，定制防伪标识需要
查验企业相关资质、证照，但是，当记者表
示无法提供相关材料时，多数商家表示，

“没任何问题，只要资金提供到位，企业、
商品名称可以随便印”。有些商家甚至现场
传授造假技术：让客户将相关信息上传至由
商家提供的查询网站系统中，这样，只要消
费者登录网站并输入涂层里的验证码，查询
的结果都会显示是真货。

据中国防伪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目
前，由质检总局颁发的防伪产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数量仅为300多家。但实际上，全国有
超过5万家企业从事防伪印刷业务。业内人
士认为，由于防伪标签生产企业参差不齐，
特别是大量存在的处于监管盲区的小作坊，

很多企业都竞相压价，放弃审核资质等底
线，按照客户需求随意印刷。

山东泰宝防伪技术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绍良表示，一方面，很多不具备资质的

“小作坊”随便印制、肆意仿冒新的防伪技
术；另一方面，部分具备许可资格的企业不
按规范开展经营，从接单到出厂不审查客户
资料、没有完整记录。这些都严重扰乱了行
业秩序。

“仅防伪技术侵权这一项，每年对我们
企业造成的损失就达2000多万元。”田绍良
说。

防伪标
签本是鉴别商
品真伪的“试
金石”，但如

今却难保其自身的真实
性。记者调查发现，今年
以来，广西、湖南、江
苏、安徽、广东等地查获
多起通过假冒的防伪标
签，制售假货的案件，涉
案金额动辄逾亿元。

据了解，一些烟酒、
日化领域的名牌产品成为
假冒重灾区。在一些小作
坊，假冒的防伪标签可以
随便印制、“论斤买卖”，
其中不少难辨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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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镇纪委书记
强拽女生被降为科员“

“我还以为日本驾驶证在国内也可以使
用。”王先生说。4 月 26 日，湖南株洲荷塘
交警查获一辆违法小车，驾驶员出示了一本
日本驾驶证，被依法处罚。

当日下午3时许，一辆湘B牌照的小车
在荷塘区新华西路由东往西行驶。行驶至钻
石路口时，执勤交警注意到该车年检和保险

标志都已过期，立即上前检查。此时，驾驶
员王某出示的驾驶证让民警感到莫名其妙。

“日本驾驶证？这可是第一次见到，难道你
是日本人？”民警问。王某告诉民警，他六
年前在日本读书，其间考取了驾驶证，回国
后就一直用这本驾驶证。

按照道路交通法，王某因无证驾驶、车

辆没保险及没年检三项违法行为，被罚款
3120元。

民警提醒：在国外考取驾驶证的人员回
国后，一定要记得申请我国驾驶证，以免造
成麻烦。王某表示，近期会去换领中国驾驶
证，并且会进一步认真学习道路交通安全知
识。 晚综

男子开车违规被查 掏出日本驾驶证
驾驶员被罚款3120元

花500元就能买万枚防伪标签
——透视多起假冒防伪标签案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