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00元买根玉米？近日，文玩
玉米冲上热搜。“这是真玉米？”
“我 out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引
发评论区一片哗然。

曾经，葫芦、核桃也被炒上过
天价。如今，玉米又成了文玩市场
的新宠。浸淫文玩市场多年的资
深玩家告诉记者，玩玉米，花百十
来块钱娱乐消遣一下即可，动辄
大几千的投入，千万慎重。

周末的北京潘家园，人头攒
动。在小叶紫檀、孔雀石、绿松石、
蜜蜡之间，文玩新贵玉米不太显
眼，却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摊主
简单介绍着价格：“毛料 20元，成
品最便宜的 50元。”在他面前，摆
着白底黑字的小牌，上书：“别问，
真的玉米。别抠，真的玉米。万物
皆可盘。”小牌旁边是一管胶水，
专门用来固定玉米粒。

所谓文玩玉米，是采收爆裂、
宝石、琉璃、草莓等品种的成熟玉
米，经过灭虫、上胶、装饰等工艺
制成。商贩说的“毛料”，就是只去
除苞叶的玉米棒。

记者在潘家园询问了几乎所
有的文玩玉米商贩，成品文玩玉
米的价格从 50 元到 1780 元不
等。商贩们把普通的文玩玉米放
在地摊上，价格贵的“高货”则收
在身边的木匣子里。

一商贩向记者详细介绍着手
里一根 500元的文玩玉米：“您看
这型儿、这色泽、这血丝、这做工，
值这个价儿。”他用手电给玉米打
光，晶莹剔透，着实好看。但问他
为什么网上能卖接近万元的高
价，他一抿嘴一皱眉：“网上的价
格，很难说。”

网上的价格确实难评，记者
转战线上，各类网络平台都有兜
售文玩玉米的商家，但价格落差
之大超乎想象。

一个配招桃花手串的高定文
玩玉米，售价 4800元。在直播过
程中，销售如此形容：“宝们，看这
润透感，奶敷敷的一小根。配的是
淡水小珍珠，太润气了，有喜欢的
不要错过啊！”同一店铺，还有一个
七彩宝石文玩玉米，售价 8800元。

“开盲盒有瘾。”记者在社交
媒体上，看到很多玩家如此描述
文玩玉米。在直播过程中，卖家不
断地拿出成堆的玉米，引导玩家
开盒。随着不断有玩家购买，一根
又一根的玉米被剥开，露出各种
成色的玉米棒，也就是毛料。
“开玉米盲盒类似赌石，具有

成瘾性，玩家一旦陷入其中就难
以自拔，会不断投入金钱和时间
以获取更多的刺激和满足感。”有
玩家表示。
“这辈子再也不碰毛料了。”

有玩家说，买回家的毛料，因为没
有做灭虫处理，长了虫子。还有人
用微波炉做灭虫，结果玉米变成
了爆米花。
“想出，有人要吗？”不断有玩

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想出手文
玩玉米。记者与其中几人交流，有
人反映，已经花费了上万元。但
是，打折再多，有时玉米也不太好
出手。有玩家说：“我是去年进场
的，一开始价格是现在的两倍，玉
米每两月就出来一批，种的人太
多了。成品的做工也比以前差得
多，如果想入场，最好自己买毛
料，再找靠谱的手艺人加工。”

资深的文玩爱好者李博认为，
文玩玉米没有一个客观的定价标
准，不适合收藏，更不能期待升值。
“文玩玉米、核桃具有相似性，有人
追就会涨，但是一旦跌下来，就再
难上去了。百十来块钱，当个娱乐
消遣可以，别花太多钱。”

□孙毅
北京日报客户端 4月 2日

年轻人兴起签“在外互助父母协议”
律师：需从法律道德方面严格考量

上海警方成功摧毁动漫手办盗版团伙
案件暴露“衍生品”市场监管难点

最高近万元一根的文玩玉米，你会买吗？
开盲盒类似赌石，具有成瘾性

销售侵权商品 17000余件
日前，上海市公安局静

安分局接市民报案称，其在
某网店内购买的知名动漫雕
像手办为假冒产品。经鉴定，
该网店销售的多款产品与著
作权人的设计图基本相同，
已构成对原作的复制行为，
涉嫌侵犯著作权。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自
2021年 1月起，汪某在未经
著作权方授权的情况下，通
过雇佣韩某担任主设计师团
队负责人，组织人员开展产
品仿制活动。该团伙通过绘
制设计图纸、3D 建模打印原
型、开模量产等工业化流程，
系统性仿制多款知名动漫角
色雕像产品。其销售网络主
要依托吴某、包某等人运营
的多家线上店铺进行分销，
并按销售额 10%至 20%的比
例向代理方支付服务费用。
经查证，涉案人员通过线上

线下多渠道销售侵权商品
17000余件，涉案金额逾 3300
万元。

发布虚假宣传信息引流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还

查明该团伙作案呈现高度专
业化等特征：“设计师”韩某
负责从原版动漫画和正版手
办中提取细节数据，利用 3D
扫描技术生成高精度模型，
再通过树脂打印制作样品。
为提升仿真度，汪某甚至委
托工厂对模具进行电镀处
理，使产品表面呈现与正版
一致的金属光泽。

盗版团伙生产销售的雕
像手办在线条、色彩、形状特
征或特征组合等方面与原作
动漫人物形象或正品手办雕
像构成实质性相似，具有非常
突出的标志性和较为显著的
可识别性，令消费者难以辨别
真伪。

在销售环节中，汪某伙
同吴某、包某依托社交平台
发布“限量预售”“工厂尾单”
等虚假宣传信息引流并建立
买家社群。警方从网店后台
获悉，汪某团队制售的手办
雕像价格为授权正品价的
60%至 80%，即使工艺相对复
杂的手办雕像，售价也被压
低到正品的 70%以下，如一
款长宽约 30 厘米、高约 50
厘米的动漫雕像，在官方授
权店的售价为 5000 元左右，
而涉案网店的售价在 3000
元以下。但据部分消费者反
馈，这些仿制手办雕像用料
和包装相对较差，一些货品
在开箱验货时即存在棱角毛
糙、肢体断裂等情况。

共筑文创保护墙
查明情况后，静安警方迅

速分三路实施抓捕：先后在静
安区某写字楼查获设计工作
室，扣押电脑、3D打印机等作
案工具；在浦东新区一处民宅
内起获库存手办 800余件；在
普陀区一处民宅内抓获正在
销毁交易记录的韩某。嫌疑人
到案后，警方从源头材料商、
代工厂等环节进一步完善证
据，形成完整证据链。

目前，静安区人民法院

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分别判
处吴某有期徒刑一年一个
月，罚金人民币三十二万元；
判处包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犯
罪嫌疑人汪某、韩某因涉嫌
侵犯著作权罪已被静安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案
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
正对涉案加工厂及下游分销
商展开追查。

本案暴露出动漫衍生品
市场的监管难点。犯罪团伙利
用 3D 打印技术降低仿制门
槛，借助跨境电商平台规避地
域监管。警方建议，著作权方
需加强数字水印、区块链存证
等防伪技术应用，电商平台应
履行电子商务法规定的知识
产权保护义务，及时下架侵权
商品，从源头阻断盗版假货流
通渠道。消费者应增强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通过官方授权渠
道购买正版周边商品，主动核
查产品防伪信息，对明显低于
市场价的商品保持警惕。若发
现侵权线索，应及时通过电商
平台投诉通道或向监管部门
反映，共同维护文创产业健康
发展生态。

□陈佳琳宋一江张呈君
澎湃新闻、《新民晚报》

4月 3日、4日

能治病的“特效保健酒”您
听过吗？推销者称喝了这种酒，
可以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疾
病。在推销现场，有不少老人购
买了这种“特效保健酒”。家住
湖北宜昌的陈大爷和老伴当时
就在现场。陈大爷常年受风湿
病折磨，听人说保健酒有特效
后，他和老伴抱着试一试的想
法就去了。

被害人陈大爷说：工作人员
通知我们来参加活动，现场有人
发鸡蛋、发面条。请的厂家老总
就吹嘘这个酒很“神奇”，可以治
各种各样的病，风湿、类风湿都
能治。

陈大爷说：原先卖的是 500
块钱一瓶的酒，现场买一瓶减
200块钱，我就买了 5400元的。

就在陈大爷买了保健酒后
没多久，他的老伴在推销人员的
鼓动下，又购买了 1万多元的保
健酒及其他保健品。陈大爷老伴
说：买保健酒花了 7200元，买牛
初乳花了 6600元，说是可以治
心脏病。我有心脏病，要吃他那
个牛初乳才治得好，我就买了。

陈大爷每月的养老金是
3000多元，花费半年的养老金
购买的保健品，是否有疗效呢？
陈大爷说：钱花了很多，但这个
病还是搞不好，最后还是要到医
院去看病。

在越来越多的受害人报案
后，这个专门以老年人为目标，
销售虚假保健品的犯罪团伙进
入公安部的视线。在公安部的统
一指挥下，2022年 7月起，湖北
宜昌警方奔赴全国多地，将这个
团伙的 30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
抓捕归案，该团伙诈骗推销的伎
俩和话术也被一一揭开。

该犯罪团伙成员通常采取
实地会销的方式，吸引老年人加
入。所谓“会销”，就是以送鸡蛋、
米面等福利、礼品为名，诱惑老
年人参加聚会，其目的就是向老
年人推销各类保健品。

根据公安机关侦查，这起
虚假保健品案件中被骗的老人
多达 3 万多人，涉案金额超 10
亿元。

检察机关审查发现，2018

年 7月，宋某、余某、黄某、李某
4 人合伙成立某鞋业公司，主
要销售老人鞋，但因经营不善
出现亏损。4人合计后决定，继
续瞄准老年人“钱袋子”，抓住
他们渴求健康的心理，从 2019
年 11月起，转向利润更高的保
健品市场。

为达目的，宋某等人招募
群众演员拍摄宣传视频、照片，
设计剧本化、套路化的销售模
式和话术，并招聘“讲师”统一
开展培训。待经销商发展、积累
并维护的老年人客户群体达到
一定数量后，宋某等人便安排
“讲师”，冒充厂家领导、养生专
家、慈善人士，到经销商处进行
实地会销。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邓国清介绍：经过我们调

查，这款酒是犯罪团伙向厂家定
制的一款普通的酒，根本没有他
们所吹嘘的功能。而且其进货
价格每瓶在十几元至二十元不
等，但经过他们的包装之后，最
后销售到老人手中，每瓶高达
280元左右，中间的价格差在十
倍以上。

2024年 9月 30日，宜昌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养老
诈骗犯罪团伙的 4名主犯作出
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宋某、
余某、黄某、李某无期徒刑至有
期徒刑十年不等的刑罚，各并处
罚金 300万元至 35万元不等。

截至目前，该案中已有 100
多名被告人被法院判处相应刑
罚，其余人员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检察官提醒，近年来，针对
老年人的各类养生骗局层出不
穷，其共同特点都是抓住了老人
们对所谓名医、专家的信任和渴
望健康养生的心理需求，以送福
利或免费的养生课引流，通过所
谓专家或权威机构的背书，虚构
食品或是保健品的功效，从而骗
取老年人的钱财。

提醒老年朋友，切莫相信
保健品能包治百病的谎言。如
果发现上当受骗，及时向公安
机关报案。

□程琴吴绍钧魏轶
央广网 4月 4日

实地会销：3万多老人被骗超 10亿元

起底“包治百病”保健品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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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许可，利用 3D打印技术

复刻正品细节，还搭建售假网络……日前，上海市

公安局静安分局成功摧毁一个横跨设计、生产、销

售全链条的动漫手办盗版团伙，抓获汪某、韩某等

4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逾 3300万元。

“你帮我父母，我帮你父母。
我自愿签署‘在外互助父母协
议’。”近来，有很多年轻网友在社
交平台上发布这样的文字，和其
他陌生网友约定好，在生活中帮
助遇到困难的老人、长辈。这份没
有法律约束力的“在外互助父母
协议”也串联起了年轻群体与老
年群体的情感纽带。

记者注意到，在社交平台上，
很多网友分享了“在外互助父母”
相关的视频、帖子，比如帮助高铁
上因不会调节座椅而身子挺得直
直的大爷调整座椅；给地铁站里
提着行李箱下楼梯的阿姨帮忙提
箱子；给站在医院自助机前茫然
无措的老人挂号……这些看似微
不足道的小事，都获得了网友的
点赞和支持。

参与“在外互助父母”的过程
中，许多网友不约而同地表达了
一个观点：“帮的是别人的父母，
也是未来某一刻自己的父母。”
在他们看来，子女总有照顾不到
父母的时候，但当每个人身体力
行尊老助老，在全社会层面形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氛围，善
意的拐杖会在自己父母无助时递
到他们手中，“这个路口你帮助
了我的父母，下个路口有千千万
万个我”。“出门在外，我爸妈就拜
托您啦！”

西安网友“猫宁赵”也是这一

互助行为的积极推广者，并将自
己帮助老人的温暖瞬间记录下
来。在“猫宁赵”帮助两位老人坐
地铁的视频下，36.6 万网友给他
点赞支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这一刻真的被具象化了。”一位网
友评论道：“这些小小的善举，汇
聚起来就是大大的温暖，希望这
样的正能量能感染更多人。”

当然，“在外互助父母”这种
自发的爱心行为，在实施过程中
也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北京万商
天勤（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罗震
东表示，在帮助老人的过程中要
注意保障老人的人身安全和隐
私。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老
人受伤，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再比如，陪老人去医院途
中如果发生意外事故，要明确责
任划分。其次，涉及金钱往来时一
定要谨慎。比如，帮忙代买药品、
生活用品等，要保留好相关票据，
明确费用明细，避免产生经济纠
纷。“在提供帮助之前，可以和老
人及其子女充分沟通，明确双方
的权利和义务，必要时还可以签
订一份书面协议，保障各方的合
法权益。”罗震东建议道。

在罗震东看来，友善互助的
行为应该倡导，但也应当从法律、
道德等方面严格考量。

□马相
《西安晚报》4月 3日

犯罪团伙的仓库。（本文图均由上海静安警方提供）

情理法理

讲法问津

警方缴获的部分侵权产品

商家售卖的文玩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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