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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如意园”里不“如意”

2018年5月，四川省广元市昭化
区居民老唐被朋友拉进一个名为“如
意园基金会”的微信群。

群主称，有一笔“民族资产”即将
解冻，用于“精准扶贫”等项目，只要
缴纳25元会费，就可以享受“扶贫项
目分红”。而所谓的“民族资产”是民
国时期某些名人留下的巨额遗产以
及他们早年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

“虽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组
织，但他们说交25元就可以分100万
元，我就抱着买彩票的心理交了钱。”
在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
息并缴纳会费后，老唐偶尔在微信群
中询问分钱的情况，得到的回答都是

“正在办”“项目马上落地”。
直到2018年11月，“基金会”告

诉老唐，发放款项需要提供银行卡密
码，老唐觉得事有蹊跷，向广元市公
安局昭化区分局报案。

这并不是“民族资产解冻”首次
进入昭化警方的视野。去年，昭化分
局就成功侦破公安部2018年督办案
件“王旭华等人民族资产解冻诈骗
案”，而此次的“如意园基金会案”与
该案如出一辙。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刑警

大队副大队长李剑华说，“如意园基
金会”这一非法组织，编造子虚乌有
的“精准扶贫”“慈善救助”等项目，吸
纳普通民众特别是中老年人入会，会
员按照层级高低和入会先后通过微
信红包、网络转账缴纳“25+1”“35+
1”“79+1”不等的注册费、保证金和
手续费，累计涉案金额近1亿元。

一个假项目忽悠了40多万人
通过缜密细致分析研判，警方逐

渐摸清了非法的“如意园基金会”的组
织架构——该“基金会”由来自湖北云
梦的高某平任总会长，总会内设副会
长、统计长、督察长和办公室主任，按
照总会、团队、班组三个层级，逐层、逐
级发展会员，收取各种名目的会费，资
金由班组长、团队长逐级汇总上交。

他们还采用“网上”为主、“网下”
为辅相结合的方式发展“下线”、吸纳
会员，会员呈几何倍数式增长。截至
案发，“如意园基金会”共在全国组建
了21个团队、3196个班组，发展会
员40余万人。

今年1月，专案组组成9个抓捕
行动组，在广西百色、南宁，河北石家
庄，湖北孝感，福建福州、泉州等地开
展集中收网抓捕行动，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51人，收缴涉案赃款270余万

元，冻结涉案资金3126万元。
冒充国家部委干部的“刘某强”

也在去年被广西警方抓获，其真实身
份是一名来自广西的无业人员。

“本案从预备作案阶段的伪造国
家部委公文、证件，到成立所谓的基金
会，再到实施诈骗、洗钱漂白，整个作
案过程每个环节的主要嫌疑人全部落
网，实现了全链条打击。”广元市昭化
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贺旭红说。

提高防范意识是关键
警方表示，作为老套的诈骗噱

头，目前“民族资产解冻”案件已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传统手法向现
代智能型犯罪转型升级。

“不法分子伪造‘精准扶贫’‘一
带一路’等项目，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以‘小付出、高回报’噱头为诱饵，通
过吸纳会员、吸收资金等手段逐步发
展成层级鲜明的诈骗组织，频繁利用
电信、网络等途径实施诈骗犯罪。”贺
旭红说。

公安机关提醒，凡是自称“民族
资产解冻”的项目皆为骗局，不要加
入这类微信、QQ等会员群，更不要参
与这类项目的投资、筹款、转款。一
旦发现这类违法犯罪线索，要及时向
公安机关举报。 据新华社电

50名重大在逃人员
已有23人到案

记者从8日公安部在京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获悉，自7月24日公安部
发布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50名重大
在逃人员以来，目前已有 23 人到
案。其中，涉嫌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
犯罪的2名，涉黑涉恶犯罪的8名。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姜国利介绍
说，公安部A级通缉令发布后，全国公
安机关迅速对50名重大在逃人员采取
最高等级的查缉布控措施，集中全警
力量，充分运用科技信息化手段开展
深度研判和抓捕。在已经到案的在逃
人员中，有7名是在强大的政策法律压
力下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的。特别是
第20号通缉对象张璐磊，案发后逃亡
泰国，得知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和最
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公布《关于敦促
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后，思想受
到极大震动，在家人和办案单位教育
规劝下，于日前主动回国投案。在这
50名重大在逃人员中，张璐磊是首位
从境外回国投案的人员。

另外，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踊跃提供线索，在抓捕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第36号通缉对象梅葆、
第37号通缉对象黄嘉莉就是被群众
举报后落网的。对此，公安部已核实
有关情况，目前正在办理奖金申领手
续，将于近日向举报人发放20万元
奖金。目前公安机关还接到了大量
在逃人员线索，正在逐一核实有关情
况。 据新华社电

7月全国受理网络违法
举报过千万件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
报中心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7月，全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
举报1193.2万件。其中，中央网信
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
15.7万件。

据统计，今年7月，各地网信办
举报部门受理220.5万件；全国主要
网站受理957万件。在全国主要网
站受理的举报中，微博、百度、腾讯、
阿里巴巴、新浪网等主要商业网站受
理量占61.1%，达585万件。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
报中心提示广大网民，可以通过举报
中心网站、12377举报电话、“网络举
报”客户端等渠道，或拨打 31 个省
（区、市）网信办举报部门以及2600
余家网站举报电话，或通过19家中
央新闻网站及900余家地方新闻网
站和商业网站开设的“网上有害信息
举报专区”，积极举报网上有害信息，
踊跃参与网络综合治理，推动网络空
间共建共治共享。 据新华社电

时值盛夏，游泳健身广受欢迎。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部分
城市游泳池水质卫生抽查不合格场
所名单（第一批）》显示，多个城市存
在部分游泳场所卫生不达标问题。
你选择的游泳馆有隐患吗？新华社
记者为此展开调查。

乱、脏、险：各地“泳”患仍不少
日前，北京房山一游泳馆发生疑

似氯气泄漏致多人不适事件，令人心
悸的同时也不禁令市民对身边游泳馆
是否安全卫生产生了疑问。记者在南
京、成都、厦门等地进行了实地走访调
查，发现多地游泳馆仍存明显隐患。

——“乱”。走访中，记者发现一
些游泳场馆未按要求公示相关信息，
部分泳池未妥善执行入池前清洁程
序。在南京鼓楼区的英派斯游泳馆
内，记者发现该处除场馆余氯含量和
水温做了公示外，泳池pH值、检测时
间等国家卫生标准中所规定的自检
项目均未做公示，其他如细菌总数、
大肠菌群等与泳客健康直接相关的
重要数据也未公布。记者还看到，不
少入场人员越过消毒杀菌设施直接
进入泳池。另外，直接穿着拖鞋甚至
根本未换鞋就进入泳池者也不少。

——“脏”。部分游泳场所细菌
总数超标，引发未成年人不良反应。

“班上好几个娃娃在游完泳后上吐下
泻的。”不少家长向记者反映，自家孩

子在成都新都区的奇迹健身馆学游
泳后，陆续出现发烧和上呼吸道感染
的症状。据当地执法部门抽检结果，
该馆泳池池水细菌总数达到标准值
上限的5倍多。

——“险”。一些游泳场馆救生
人员配备不到位，一些救生员“开小
差”。在南京英派斯游泳馆内，记者
发现，周末下午的客流高峰时段里，
在较长时间全场一位救生员都没有
的情形频频发生。一些救生员当值
期间，也常擅自离岗或较长时间背对
泳池谈笑。

过分逐利罔顾安全卫生标准
记者调查发现，过分逐利、管理

粗疏、监管乏力是多地部分游泳场馆
存在安全卫生隐患的主要原因。

一些游泳场馆为压缩成本，罔顾
安全卫生标准。按要求，游泳场馆应
一个月一清洗。南京英派斯游泳馆
某教练透露：“市面上游泳馆根本难
以做到。”他告诉记者，一个中小规模
泳池换水都需要两三天时间，大泳池
时间更长。且不说换水成本，时间成
本对商业泳馆而言也难以承受。因
此，一些游泳馆为了最大程度盈利，
往往尽量减少换水和洗池的频率。

另有部分泳池“藏身”小区，对其
实施动态监管较困难。成都市卫生
计生监督执法支队环境卫生监督大
队副大队长吴翔表示，一些小区内游

泳池（馆）虽然在设施和环境上比较
“上档次”，但水质问题不少。此外夏
季客流急增、对不文明泳客缺乏硬约
束也是问题成因。在厦门工体游泳
馆内，记者眼见当前泳池水体通透度
明显低于其他时间。为此厦门市工
人文化宫副主任陈宏解释说，当下时
值旺季，客流量骤增给管理带来巨大
压力。该馆每天为泳池更换新水超
100吨，但仍无法消解保持水体卫生
方面的压力。另外，陈宏还表示，当
前缺少针对泳池不文明行为的硬性
约束手段。“对相关不文明行为，我们
只能委婉劝阻，其他无能为力。”

据新华社电

不换鞋入池、细菌超标5倍、救生员开小差

你去的游泳馆也这样吗？

编造子虚乌有的“精准扶贫”“慈善救助”等项目，吸纳40多万人入会，骗取各
种名目的会费，累计涉案金额近1亿元……

公安部8日通报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整治“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工作
情况。其中，公安部指挥四川广元公安机关侦破的一起“民族资产解冻”诈骗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51人，收缴涉案赃款270余万元，冻结涉案资金31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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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产解冻”
都是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