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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2月24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获悉，最高检抗诉的甘肃马某林抢劫案
获改判，罪名由盗窃罪变为抢劫罪，刑罚
由十年有期徒刑变为死缓。

据介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
依法对马某林抢劫案公开宣判，采纳检
察机关抗诉意见，将马某林犯盗窃罪改
为犯抢劫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并限制减刑，同时赔偿被害人亲属
2.7万余元丧葬费。

2015年5月25日晚，马某林驾车（从堂
弟处所借）从甘肃省和政县到临夏市，将
沈红（化名）接至和政县。5月26日起，马
某林男扮女装在深夜或者凌晨持沈红两
张储蓄卡频繁取现共计28.4万元。6月21
日，马某林被抓获，公安机关在其家中发
现了沈红的储蓄卡及32万元现金，并在附
近杂物堆中找到其男扮女装的衣物。6月
26日，公安机关在马某林归还堂弟车辆地
点附近的一处田埂发现沈红尸体。此外，
公安机关从马某林所驾车上发现几处沈

红的血迹。经鉴定，沈红系他人以捂压口
鼻、套头等手段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2016年9月，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
检察院以马某林涉嫌抢劫罪、故意杀人
罪向临夏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沈
红亲属向马某林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赔偿
请求。2018年4月，法院经审理认为，检
察机关指控马某林用暴力手段获取被害
人银行卡及交易密码，后将被害人杀害
并掩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盗窃罪
判处马某林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4万
元。临夏州人民检察院认为判决认定事
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
提出抗诉，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
被害人亲属也提出上诉。2019年6月，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抗
诉、上诉，维持原判。2022年8月，甘肃
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检对该案提出抗
诉，考虑到马某林涉嫌为谋财而杀人，建
议将指控罪名变更为抢劫罪。

在审查该案过程中，最高检除对原

有证据全面复核外，还指导甘肃省人民
检察院充分挖掘电子证据的价值，通过
对马某林与被害人在案发时段的手机信
号位置信息进行解析、鉴定等，认定了案
件的关键事实。

最高检检委会审议认为，该案虽系
“零口供”案件，但认定马某林为谋财而
杀害沈红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证据与
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一个封闭的证据
链。2023年12月18日，最高检向最高法
依法提出抗诉。最高法后指令甘肃省高
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

2024年8月9日，该案在甘肃省高级
人民法院再审开庭。控辩双方进行了
充分举证质证，检察官详细阐述了指控
的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
司法鉴定人员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
庭。12月13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依
法公开宣判，以抢劫罪判处马某林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限制减刑。 据新华社

13.2万瓶！
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
统一销毁“特供酒”
市场监管总局24日组织开展“特供

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罚没物资全国统
一销毁活动，全国共销毁“特供酒”13.2
万瓶，包材9.2万件（套），销毁采取绿色
环保、无害化方式进行。

一瓶售价高达上千元的“战友纪念
酒”，竟用散装白酒灌装而成；带“军”字
号的“特供酒”竟是酒精、香精加色素勾
兑而成，成本仅3元……近年来，一些不
法生产经营者制售所谓“特供”“专供”

“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的酒品，欺骗和
误导消费者，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形象。

据介绍，从今年3月起，市场监管总
局开展为期一年的“特供酒”清源打链
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对酒类生产销售
环节，以包材库房、成品库房、销售场所
等为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餐饮
服务环节，以酒水单、仓库、结算单等为
重点，开展深入排查；以网络交易平台、
拍卖平台、广告发布媒介等为重点，对
网络商品交易及互联网广告信息开展
全面监测排查。

截至目前，专项行动线下检查发现
涉嫌违法线索1715条，网络交易监测
发现涉嫌违法线索795条，广告监测发
现涉嫌违法线索477条，督促平台删除
违规商品信息1796条，督促平台删除
违法广告、宣传信息855条，关停店铺
84家，关闭账号175个。

针对非法制售“特供酒”，市场监管
总局印发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
告，切实提升白酒生产、销售、印刷、包
装及电商等行业从业人员守法意识。
同时，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跨部门联合打
击，形成整治合力。 据新华社

最高法：
依法从严审理安全生产
资格证书涉假犯罪案件

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问题严重
扰乱安全生产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
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
24日发布5件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
犯罪典型案例，有力震慑犯罪，警示教
育社会公众，筑牢防范安全生产资格证
书涉假问题防火墙。

在孙某强、韩某平等伪造国家机关
证件、印章案中，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人
实施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行为的手
段、规模、持续时间，伪造证件、印章的
种类和数量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
法认定孙某强、被告人韩某平犯罪情节
严重，在接近法定最高刑适用刑罚，同
时并处高额罚金、责令继续退缴违法所
得，彰显了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依法从
严惩处的鲜明态度。

针对近年来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
假犯罪呈现产业化、链条化趋势，人民
法院注重打源头与打市场并举，确保全
链条打击安全生产资格证书制假、售
假、买假、用假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假验
证、假考核、假营销等犯罪。刘某政等
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人民法
院通过依法惩处上中下游多层级犯罪，
有效惩治和震慑犯罪分子，为维护安全
生产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

据介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
展，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安全生产资格证
书涉假犯罪的情况日益增多。典型案
例通过以案释法，充分揭示网络销售、
办理安全生产资格证书行为的欺骗性、
违法性和危害性，不断提升社会公众识
别防范假证的意识和能力。 据新华社

“家境贫寒的弟弟辍学卖苹果供哥
哥上大学”“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农村女孩
跟着养母艰难生活”“外地女摊主摆摊被
本地人欺负无法做生意”……你是否刷
到过类似视频，并为之心酸、难过、气
愤？然而，这些都是有“演员”、有“剧本”
的虚假摆拍视频。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虚假摆
拍视频屡见不鲜，频频引发争议。一些

“自媒体”账号通过制造假事件、捏造假
人设来博眼球、收割流量；造假视频的背
后，往往有分工明确的运作团队。

假事件、假故事、假人设

“直播骚扰女游客”“抱患病孩子送
外卖”……近期，多起虚假摆拍视频在网
络上引起广泛关注，相关案件已被公安
机关查处。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摆拍视频刻意
制造家庭和社会矛盾，通过假冲突、假事
件，吸引流量。

最近，一名千万粉丝网红被公安机
关处以行政拘留10日处罚。经查，该网
红雇佣女子充当“被骚扰的女游客”，在
直播现场假装偶遇，摆拍虚假、低俗视
频。此前，“收费站旁，两男子将一男子
绑架上车”“一女子野外直播遭两名男子
控制剃光头发后下落不明”等传播较为
广泛的视频，也均被证实为相关人员自
导自演，虚假摆拍。

有些摆拍视频通过捏造假人设、编
造假故事“卖惨”，博取关注。

12月初，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一起“假
扮骑手卖惨牟利”典型案件，网民“小松”
假扮成独自带娃的外卖骑手和女儿一起
送外卖。“最后一单结束了，我俩今天一
共跑了43单……不小心给孩子脸还磕到
了，还疼不疼了姑娘告诉爸爸。”

这条摆拍视频点赞量40多万，不少
网友在评论区表达关心。但实际上，“小
松”并非外卖骑手，也不是单亲爸爸。凭
借百余条虚假摆拍视频，“小松”积累了
40多万粉丝。

冒充外卖骑手摆拍视频并非个例。
记者从美团获知，自去年以来，美团已通
过诉讼、向公安机关报案等方式处置数
十起虚假摆拍案件。

还有的摆拍视频虚构悲惨身世和故
事。今年3月宣判的“凉山孟阳”“凉山阿
泽”案件中，相关人员通过打造“贫苦大

山女孩”虚假人设，编造辍学在家照顾弟
妹等故事，摆拍“卖惨”视频。

截至9月，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已
办理网络谣言类案件2.7万余起，依法查
处造谣传谣网民3.1万余人，依法关停违
法违规账号19.9万余个。

造假多有团队运作

虚假摆拍视频屡禁不止，背后有利
益驱动的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
宇指出，无底线摆拍往往能迅速吸引公众
注意，短期内带来高点击率和流量，进而
转化为广告收入、商业合作等利益。一些
网络博主将此视为引流变现的捷径。

记者注意到，已查处的相关案件中，
很多博主采用的正是“摆拍炒作—吸引
眼球—圈粉涨粉—直播带货”这一套
路。“凉山孟阳”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虚
假摆拍视频吸粉，粉丝量突破10万后开
始直播带货，非法牟利超1000万元。“小
松”等人也是在积累一定粉丝量后，通过
直播带货取得收益。

那么，虚假摆拍视频是怎样生产出
来的？

广西钦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
队支队长林举龙告诉记者，结合各地查
处的案件发现，虚假摆拍视频背后大多
是团队化运作，打造人设、编造剧本、拍
摄制作等分工明确。

打造什么假人设，往往由流量决
定。广西今年9月份查处的假扮外卖员
吸粉引流案件中，当事人王某某“眼红”
外卖骑手人设流量高，便假扮骑手拍摄
短视频，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摆拍发布
了71个虚假视频，播放量超1000万次。

“一些博主背后的团队或机构会帮
助其打造人设，很多是‘卖惨’、博同情，
什么人设火，就立什么人设。”林举龙说。

各类“抓马”剧本，可以购买或者按
需定制。记者在网购平台发现，不少店
铺售卖情感、励志、农村等类别的视频剧
本，最便宜的1万个剧本打包出售6.6
元。有的店铺还可以根据需求代写、定
制，宣称“对标指定账号”。

一名网红经纪运作机构（MCN机
构）运营总监透露，机构通常有专门负责
脚本和拍摄的编剧、编导，哪些内容能引
流，他们就写什么。“有时候一个视频火
了，你会看到网上出现一堆相似的，很明

显是摆拍。有的视频根本不打‘虚构演
绎’标识，就是想让人以为是真的。”该运
营总监说。

有“自媒体”博主表示，虚假摆拍视
频的成本并不高。以现在很火的外卖骑
手视频为例，想要“起号”的话，买套骑手
衣服，拿现成的剧本，手机拍摄就行。

加强全链条打击

“虚假摆拍视频屡屡发生，已成网络
公害。”钦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
一大队大队长李远卿说，虚假摆拍视频
不仅传递错误信息和观念，部分还涉嫌
造谣传谣，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和社
会秩序。

今年以来，公安部继续组织全国公
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
动，对“自媒体”运营人员摆拍造谣等利
用网络谣言吸粉引流、非法牟利等行为
进行整治。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

‘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动，自导
自演式造假是整治重点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
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巍表示，虚假
摆拍视频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建议
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加强上下游全链条
打击，从严惩处相关“自媒体”账号及其
背后的MCN机构。

“有时候拍摄地和发布地不是一个
地方，异地监管存在滞后性，相关标准并
不统一。”林举龙说，各地公安、网信等部
门可以加强信息共享，联动执法，避免因
属地执法限制而给虚假摆拍违法行为留
有生存空间。

根据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
“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发布含有虚构情
节、剧情演绎的内容，网站平台应当要求
其以显著方式标记虚构或演绎标签。记
者注意到，目前，多个短视频平台已上线
相关标识功能，但一些视频在发布时并
未严格遵守。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张世超认
为，平台应通过升级技术手段等方式加
强内容审核和监测，对违规账号和MCN
机构严格实行黑名单制度和分级处罚。
同时，可以进一步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加
强平台人工运营把关，加大对优质内容
的人工筛选力度并赋予较高推荐权重，
推动流量分配更加合理。 据新华社

虚假摆拍视频为何屡禁不止？
截至9月，全国已关停违法违规账号19.9万余个

最高检抗诉甘肃马某林抢劫案获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