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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经验

扫黄扫黄
打非打非

跨省市打掉4个犯罪团伙，20名涉案
人员落网，捣毁1个非法印刷厂，查获非
法期刊200余种、1100余期，扣押非法期
刊23吨，扣押了各类伪造的涉职称评定
的荣誉证书、专利证书、课题证书、专利
申报证书、等级考试证明文件等，案件累
计涉案金额逾3亿元……

这是四川省雅安市“扫黄打非”办
公室牵头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历时 5 个
多月，行程上万公里，一起联合侦办的

“9·01”全国特大编发非法期刊案的“收
获”。该案件也入选了 2022 年度全国

“扫黄打非”十大案件。

一封举报信牵出一起大案

这场涉及全国多省市、多领域、涉案
金额巨大、受害人多达20余万人的全国
特大编发非法期刊案，是如何发现线索并
被彻底侦破的？事情还要从2021年说起。

2021年8月，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一
名群众写信向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举
报，称她为评定职称在期刊上发表论文，
遭遇了假冒期刊。

据了解，该群众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由于评职称需要发表论文，于是通过朋友
介绍，并在网络上联系到自称是发表论
文、编辑专著的客服，客服许诺支付
2100 元发表费后，其论文可以在指定的
期刊上发表。

随后，这名老师付费后，将自己所写
的论文转给了客服。不久，老师收到了登
载其论文的《教育学教师论坛》期刊。

然而，让该老师没想到的是，这本期
刊在评定职称中出现了问题，被告知论文
发表的期刊是非法期刊，该老师的职称评
定因此也遭遇“卡壳”，不予以评定。

事后，举报人查验期刊发现，期刊发
货地是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与该期刊编
辑部的地址不符。经仔细检查期刊质量，
果然发现与正规期刊存在差异。随即，举
报人便将收到的期刊连同举报信寄到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进行举报。
这封举报信，立即引起全国“扫黄打

非”办公室的高度重视，由于该期刊是从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发出，很快，雅安市

“扫黄打非”办公室接到全国“扫黄打
非”办公室签转的举报线索。

雅安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收到举报
线索后，联系了举报人，雅安市新闻出版
局对真假期刊样本，进行了比对鉴定，证
实被举报的期刊确实是一本非法出版物。

“仅在被举报的这本刊物里，就有
200多篇论文，如果全部都是非法途径刊
登的话，就能初步判断出该期刊涉案受害
群众众多、涉案金额不菲，就这一本期刊
就已经涉及刑事犯罪。”雅安市“扫黄打
非”办公室负责人杨帆介绍。

结合这本非法期刊的内容，办案人

员对这起案件的性质有了初步判断——
不可能只有这一本期刊！雅安市“扫黄
打非”办公室，立即会同雅安市公安
局、荥经县公安局，以及雅安市文化市
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成立专案组，
对案件展开深挖细查。

雅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胡志
立介绍：“雅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接到
线索后，进行了初步研判，发现这个线索
涉及全国多个省市，案件的影响很大，后
上报了四川省公安厅、公安部，从全市抽
调了60余名民警，对案件进行侦办。”

雅安市也因此成了“9·01”专案组，立
即跟进专班会议，分析、研究线索，认为这
可能是一个非法产业链，涉及人员多、环节
多、行业多的国家级跨省大案。

杨帆告诉记者，侦破假冒期刊案，涉
及编辑、排版、印刷、出售等诸多环节，
在侦破过程中，如何甄别期刊真假、如何
锁定案件证据、如何适用法律法规等一系
列问题，行业专业性强。为加快侦破进
度，雅安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抽调了4
名雅安新闻出版执法人员，全程参与到案
件侦办中，并划拨办案经费进行补助，支
持案件侦破。

非法期刊出自何处？非法期刊的编
辑、排版、印刷又在哪里？掌控这一非法
产业链背后之人又是谁？

循线追踪查出隐藏“猫腻”

“最初的线索就只有一本期刊和一个
邮寄人的信息。我们通过邮寄线索找到了
荥经县名叫文渊阁书店的一家公司。”荥
经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肖冲介绍，专
案组办案民警当即展开了调查。

“这家书店‘与众不同’，不卖书却有
很多客服，店面有 10 多个‘格子’工
位，对应的每个工位上都有相应的客
服！”办案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书店无论
外观上，还是经营内容上，跟正常的书店
有很大的差别。工作人员日常工作就是网
络对接客户或接打电话。

办案民警调查得知，书店的负责人叫
秦某冬，是雅安市荥经县本地人，2016
年在荥经县开办了这家文渊阁公司。那
么，举报人举报的非法期刊，是否就是秦
某冬组织编印的？在秦某冬的背后，是否
还隐藏着其他“黑手”？

专案组调查了文渊阁书店的公司账
户，以及秦某冬的个人账户，并进行分
析，发现他的账户资金量较大，每个月都
有几百万元的资金往来。侦查人员结合举
报线索，怀疑这些打款客户，就是需要发
表论文的受众。

专案组人员反复调查证实，秦某冬等
人存在很大的作案嫌疑，他们通过电话、
网络等渠道，向有论文发表需求的客户

“承揽业务”。

那么，客户提出要求后，论文后续的
编辑、印刷等环节，又由谁来完成？专案
组决定，以文渊阁书店的资金往来和物流
信息为突破口，展开进一步调查。在对
相关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进行多渠道、
全方位查询后，最终在数万条物流信息
中，查出多家物流公司，这些公司有上
万条该书店的物流信息。该书店寄出去
的地址则遍布全国各地，主要集中在学
校、医院等单位。

专案组综合掌握案件信息后判断，这
是一个涉及全国多个省市，涵盖期刊编
辑、出版、印刷和发行全流程的特大非法
期刊经营案件。由于案情重大，为更好夯
实案件的证据基础，专案组请雅安市检察
机关，在案件侦办期间提前介入参与，有
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确保案件的办
案质量，对案件证据收集、监督保障程序
同步进行。至此，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了全
方位的抽丝剥茧、紧锣密鼓的追根究底。

跨省侦查逐个击破犯罪团伙

由于涉案人员多，横跨多个省市，为
让每个嫌疑人和涉案编辑、印刷团伙准确
落地，为集中收网行动提供条件，专案人
员开展了跨省侦查行动。

该类违法案件专业性极强，为了在侦
破过程中少走弯路，准确锁定目标，准
确适用法律法规，案件侦办中，雅安市
新闻出版方面的执法人员全程参与，协
同专案组民警一起作战，对关键证据进
行专业侦破固定。

专案组通过对秦某冬的资金往来情况
及物流信息的查询，分析出在这一非法期
刊编印链条上各环节嫌疑人的相关信息。
最终锁定：负责内容编辑的团伙在安徽省
芜湖市和北京市；负责印刷的团伙在河北
省廊坊市的一家印刷厂。

锁定目标后，专案组人员兵分多路，赶
赴各地展开实地调查。在芜湖市，专案组人
员通过秦某冬的资金链和物流信息分析出
名叫胡某兰的嫌疑人。随后，民警通过在快
递物流站附近秘密蹲守观察、跟踪物流车
辆，最终找到胡某兰的具体工作位置。

警方在侦查中还发现，胡某兰工作团
队有6个人，在一小区的房间开展非法编
辑。锁定该“编辑”团伙的“老巢”后，
专案组人员又马不停蹄转战北京，逐一对
其他团伙进行对标侦查、锁定。

与此同时，专案组前期获得的情报显
示，负责印刷这些非法期刊的“黑工厂”
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

“当地印刷厂不挂任何门牌号和印刷
厂的标识，很难找到。”雅安市公安局经
侦大队侦查大队大队长高源介绍，在当
地警方协助下，警方开展了大量排查工
作，才基本锁定印刷场地位于安次区一
个三角地带的角落上。

锁定印刷厂位置，只是第一步，后续
还需到厂里实地侦查。一名老侦查员同
一位女民警假扮成北京经营期刊的小老
板，以寻求合作印刷期刊的名义与涉案
印刷厂取得了联系，并获得对方信任，
相约次日到该印刷厂考察规模、设备和
实力，确定其能否完成合作任务……以
此查实印刷厂内的具体情况。

利剑出鞘斩断非法产业链

随着各涉案人员和涉案点位的锁定与
落实，专案组决定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2022年2月，专案组兵分四路，分赴河
北、北京、安徽和四川（雅安荥经）同步收
网。雅安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派出多名新
闻出版执法部门专业人员随行指导，固定
关键违法出版、印刷、发行证据。

专案组把抓捕嫌疑人信息通报至涉案
地警方，请其协助行动。在专案组的统一
指挥下，各路队员及时完成行动任务：打
掉涉案团伙4个，抓获20名犯罪嫌疑人，
捣毁地下印刷工厂 1 处，查获非法期刊
200余种、1100余期。

雅安市“扫黄打非”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认定捣毁的河北廊坊涉案印刷
厂是不是非法印刷时，警方扣押了期刊、
抓回了涉案人，却漏掉了关键证据——印
刷厂有无合法印刷期刊的资质。

当雅安市新闻出版执法部门专业人员
提出这一问题后，办案人员随即返回河北
廊坊，经廊坊市新闻出版局核实，该印刷
厂无印刷期刊资质。拿到这一关键证据，
顺利锁定该印刷厂为非法印刷厂，经该印
刷厂印刷的期刊均为非法期刊。

在认定扣押的期刊是否非法时，新闻出
版执法部门的人员与公安民警一起，将部分
期刊拿到所属正规期刊社进行甄别，又将收
缴的部分期刊送新闻出版部门鉴定，及时锁
定查封、扣押的期刊均为非法期刊。

据悉，此案所涉期刊有教育、卫生、
电力、建筑、金融等多领域，涉及人群遍
布全国各省，估算至少有 20 余万人受
害。涉及非法期刊200余种、1100余期，
内容涉及医疗、医药、建筑、教育、水
利、电力等领域“论文”21万余篇。

至此，这一特大编发非法期刊的非法
产业链被彻底斩断。涉案人员被认定为非
法经营罪等，一干犯罪分子先后被判处3
年 3 个月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追缴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

雅安市“扫黄打非”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提到，“9·01”全国特大编发非法期刊
案的成功侦办，揭开了地下非法期刊“灰
色产业链”的生态圈，有力维护了意识形
态安全，维护了国家职称评定的严肃性。
案件的侦办也警示了全社会：知识成果的
积累没有捷径，发表论文一定要依据正规
程序进行。

一本假期刊背后的“敛财经”
——四川省雅安市侦破“9·01”全国特大编发非法期刊案纪实
□本报记者 赵新乐 通讯员 彭加权 高菲菲

“杜绝非法和盗版、净化环境和市场。
齐抓共管斗志昂，学生健康乐成长”，近
日，一首朗朗上口的快板在湖南省“扫黄打
非”进基层示范点——宁乡市回龙铺镇金玉
村及周边村镇广为流传。

“扫黄打非”工作是一项点多、线长、
面广的系统工程，基层一线是政策执行的

“最后一公里”，工作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环
节也都在基层。在实际工作中，与各个平
台、各项工作融合开展，是做好“扫黄打
非”工作的有效举措。

今年年初，宁乡市印发 《进一步推进
宁乡市“扫黄打非”基层站点规范化标准
化建设实施方案》，以示范建设为抓手，进
一步明确人员队伍和依托平台，指导各基
层站点将“扫黄打非”工作与其他工作融
合开展，切实提升“扫黄打非”进基层工
作成效。

队伍建设“巧”融合
提升线索摸排能力

“喂，组长，我们组有一处民房出租给
了几个外地流动人员，最近他们经常天还没
亮就有人进进出出的，行为有些诡异，不知
道在干什么。”某乡镇的一名清洁工人向该
组组长反映其清晨在村民家收集垃圾时看
到的一个异常情况。根据该信息该镇及时
发现并查处一起流动人员利用出租房印刷
非法宗教出版物的案件。

宁乡市将“扫黄打非”工作纳入全市精
神文明创建，明确“扫黄打非”工作人员队
伍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人员体系及网
络“进圈入群”信息员体系相同，工作同步
开展、信息同步同渠道报送，充分发挥基层
群众和志愿者队伍的作用，提升了线索摸排
能力。

今年上半年，宁乡市各基层站点共摸排
线索15条，2条成功转化为案件侦办，共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9名。

阵地建设“巧”融合
拓宽“扫黄打非”工作覆盖面

宁乡市推动“扫黄打非”工作与基层
党建、精神文明建设、基层社会综合治
理、公共文化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
平台融合，结合党员“三亮三比”行动、

“屋场夜话”宣讲、文化惠民演出等活
动，将“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延伸至最
末端。

各基层站点通过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 一地多用、岗位一职多责、人员一专
多能，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 建设与

“扫黄打非”基层站点建设相融相促，做到
制度同上墙、设施共利用、活动齐开展、工
作同推进。

宣传载体“巧”融合
营造群防群治的好氛围

“中小学生来上网，‘文明’两字要记
牢……”，在“送戏下乡”惠民演出专场活
动现场，明德蓝月谷的学生跟着市“扫黄
打非”办公室工作人员念着一首文明上网

“顺口溜”。
宁乡市各基层站点利用横幅、宣传栏、

公开栏、“村村响”广播、文化广场等线下
宣传载体和微信群、微信公众号、智慧宁乡
等新媒体线上宣传平台，提高群众对“扫黄
打非”工作的知晓率。

今年以来，各基层站点在辖区内持续开
展“扫黄打非”宣传进校园、进企业、进集
镇、进商铺等活动 60 余场，发放“扫黄打
非”宣传册8700 余册，把绿色阅读、文明
上网、打击侵权盗版等内容，融入学雷锋
志愿者活动、送戏下乡、全民阅读、公益
电影放映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倡导广
大基层群众和青少年绿色阅读、支持正
版，自觉抵制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息，营
造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确保“扫黄打
非”入脑入心。

“巧”融合
筑牢基层堡垒
□宁乡市“扫黄打非”办公室

■大案要案

■“扫黄打非”进基层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
水浊兮，可以濯吾足。”2000 多年前，屈原
已将弘扬正气、远离污浊作为修身养性之
道。而今，在屈原故里——湖北省宜昌市
秭归县，人们依旧传承屈原文化，坚持正本
清源，打造天朗气清的社会文化环境。

“茅坪镇是秭归县城所在地，也是三
峡大坝库首第一镇，常住人口 15 万余
人，在我县社会文化发展中地位举足轻
重。”秭归县“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刘
珍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
访时说，近年来，茅坪镇开展融合共建、
联动协作，突出线索核处、案件查办，深
入推进“扫黄打非”进基层，有效维护了
文化市场安全。

高位推进 完善保障措施

在刘珍看来，“扫黄打非”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工作，要想做实做好，必须强
化领导责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一盘
棋”的工作格局。

茅坪镇由镇党委书记向青松担任“扫
黄打非”工作小组组长，实行“领导小组+
工作站（点）”的领导构架，负责该镇“扫黄
打非”工作的统一部署。建立了“四考评一
督查”机制，将“扫黄打非”工作纳入该镇基
层党组织书记述职述责述廉报告、落实意
识形态责任制考评、精神文明创建考评、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的重要项目，纳入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督查的重要内容，
强化责任巡查、结果运用、追责问责。建立

镇“扫黄打非”办公室与县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镇“扫黄打非”成员单位监管执法
部门之间的“三个直通”机制，形成快速反
应、迅速处置、联合监管的工作格局，进一
步提高办案效能。

为完善保障措施，茅坪镇整合村（社
区）文化管理员、网格员、“红白理事会”成
员、电影放映员、百姓宣讲员、综合治理协
管员等“六大员”队伍，统一兼任“扫黄打
非”宣传员、信息员、协管员，壮大日常监管
队伍。值得一提的是，镇政府将“扫黄打
非”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工作经费
足额落实，从而实现“扫黄打非”工作机构、
人员、经费、责任“四到位”。

联合巡查 加强日常监管

2021年3月，有群众向茅坪镇“扫黄打
非”办公室举报：有人在城区某干道无证销
售图书。镇“扫黄打非”办公室立即会同县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并组织镇市场监
管所等部门赶赴现场查办，查处相关无证
经营行为。

秭归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
长樊晓俊表示：“我们和镇‘扫黄打非’办公
室常态化开展联合检查、风险研判以及案
件办理，可以及时有效防范化解‘扫黄打
非’领域风险。”

案件的快速查办，离不开茅坪镇建立
的联动协作巡查办案机制。向青松告诉记
者，为有效打通“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各成
员单位间的监管壁垒，填补行业监管漏洞，

该镇以季度联席会议为基础，每季度开展
一次联合巡查。根据行业特点、单位职能，
分别由镇“扫黄打非”办公室、镇政法办、镇
派出所、镇市场监管所牵头，从镇直司法、
教育、建环、民宗、消防、交通等部门调配力
量，组建4个检查组，各组保证至少有两名
具有执法或监管资格的检查人员，确保参
检单位职权能够全面覆盖被检领域。

除了组织季度联合巡查，该镇还注重
开展专项集中巡查。比如，以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大队为主力军，镇“扫黄打非”办公
室和镇直成员单位配合协助，围绕重要时
间节点，对重点监管单位开展专项巡查和
细致摸排，尤其注重摸排面向青少年群体
的有害卡通画册及淫秽“口袋本”图书，做
到人员下沉一线、任务统一推进。

此外，全面发动各工作站、联络点和
群众志愿者队伍力量，落实“每周小查、
每月巡查、重点时段着重查”的日常监管
工作机制，实现情况全掌握、信息全收
集、处置扁平化。该镇建立了80家涉图
书（音像制品）发行、印刷企业，电影院
等监管对象责任人名录库台账，逐一明确
网格责任人；将辖区中小学校园和幼儿园
周边书店、文印店等作为重点巡查整治点
位，加强日常巡查。

融合共建 激活“神经末梢”

“哪个小朋友知道‘扫黄打非’举报电
话？”“‘绿书签行动’的保护对象是谁？”近
日，在茅坪镇丹阳社区湖景天成小区“扫黄

打非·护苗”工作站，志愿者们通过互动向
现场的孩子们普及“扫黄打非”知识。

“像这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我们组织了
很多。‘扫黄打非’关键靠群众，必须要激活
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向青松介绍，在日
常工作中，茅坪镇注重强化融合共建和宣
传引导，夯实“扫黄打非”基层基础。

该镇一方面全面推动“扫黄打非”基层
站点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在镇公共服务中
心和8个社区、18个村及重点学校、景区、
邮局等单位设置“扫黄打非”工作站，形成

“1+26+N”的基层站点网络，全域覆盖。
依托县人民检察院在龙舟社区、县二中建
立“橙爱”工作室，成立未成年人“一站式”
保护中心；在丹阳社区打造“扫黄打非·护
苗”工作站，护佑青少年健康成长。另一方
面，注重融入，将“扫黄打非”融入文化惠
民、文明实践和基层治理。与综治工作相
结合，将“扫黄打非”工作延伸到117个网
格，联动公安、司法等部门处置相关案件。
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相结合，依托电子阅
览室、图书室、文化广场等公共场所，推进

“扫黄打非”宣教工作。
为了让“‘扫黄打非’人人有责”的理念

深入人心，茅坪镇依托县融媒体中心的“云
上秭归”“橙子融媒”等新媒体平台，宣传

“扫黄打非”工作成效、典型案例和公益广
告。将屈原文化IP形象融入“扫黄打非”
微景观和 200 余幅宣传海报。组织开展

“扫黄打非”进万家、“楚辞吟诵”等主题活
动，覆盖群众10万余人，营造风清气正的
社会文化环境。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

“扫黄打非”进基层 正本清源树新风
□本报记者 汤广花

宁乡市东湖塘镇组织辖区内中小学开展
“扫黄打非”绿色阅读主题班会。

宁乡市“扫黄打非”办公室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