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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宣称“特殊渠道直供酒”，移动硬盘存放大量客户评级列表，“特
供”高档假酒实为低价散装白酒，每瓶平均非法获利上千元……

近期，浙江台州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非法制售“特供”“专供”假酒案，捣
毁窝点1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扣标有党政军机关等字样的假酒
20余种1300余箱。

“特殊渠道”是否真的存在？“特供”酒里“套路”有多深？“特供”酒缘何
存在市场？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调查。

生产“特供”酒的竟是网约车司机
2022年8月，浙江玉环公安接群众李先生报案称，他2018年起多批次

从黄某某处购买价值总计140余万元的茅台酒，经鉴定为假酒。接警后，
台州、玉环两级公安机关抽调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开展研判侦查。

经查，犯罪嫌疑人黄某某在外工作期间结识销售假酒的孙某，回到台
州后经常在圈内宣称自己有“门路”，以此塑造“人设”。“他说自己在外省
有‘特殊渠道’，能够买到‘特殊’的酒，并且比市面上便宜。”喜欢收藏高档
白酒的李先生信以为真，开始陆续下单。

就这样，黄某某先后将假酒卖给40余人，获利巨大。通过信息核查，
警方逐步查清了其在外省的上线销售方孙某，以及生产方张某某、唐某
某、白某。孙某表面上是一家白酒研究公司的法人，背地里却从事着转销
假酒的勾当。张、唐二人白天是网约车司机，晚上在一处民房生产假酒，
并通过白某在物流公司工作的便利将其销往全国。

2023年5月8日，台州公安在全国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多名
犯罪嫌疑人，在生产窝点处现场查获30余箱“特供”假酒。

主犯到案后，警方循线深挖，拓展出另一个以宋某为首的上游假酒生
产团伙，以及包材供应商竹某某。同年8月，经过第二次统一收网，涉案
人员悉数落网，一条集产、供、销一体的假酒产业链被彻底摧毁。

经查，2017年以来，黄某某在明知所购白酒系非法生产的假酒情况
下，与孙某勾连获取货源，专门订购“特供”“内供”假酒及假冒知名品牌的
白酒，利用其朋友圈、业务关系大量向当地企业经营者推销。

“特供茅台”酒成本价不到50元
该案中发现的制售“特供”酒犯罪行为引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台州

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吴元飞表示，犯罪分子假
借“特供”“专供”的名义，欺骗误导消费者，滋长社会不良风气。

记者在台州市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的一处库房中看到，查扣的假冒茅
台、五粮液等品牌酒一箱箱整齐堆放，其中不乏印有党政军单位字样的

“特供”假酒。“‘特供’酒主要根据客户定制要求生产。”
主办民警吕漳介绍，一瓶“特供茅台”酒成本价不到50元，通过分层

经销以假乱真，末端售价只比真酒市场价略低。“犯罪分子瞅准了客户心
理，假酒价格也随市场波动，但永远保持比真酒低一点。”他说，这样才能
凸显渠道的“特殊”。

根据公安机关以往破获案件分析，购买“特供”假酒群体中，私营企业
主占有一定比例。“拿得出‘特供’酒说明什么？无非为了证明有特殊门
路。”一名基层干部坦言，其实就是虚荣心作祟，试图故弄玄虚。

玉环市公安局治安行动大队大队长高川说，该类犯罪作案手法往往
比较隐蔽，都是通过内部小圈子或者熟人介绍的方式进行销售，犯罪分子
地域特点明显、反侦查能力较强。本案中，竹某某是一名“几进宫”的惯
犯。

本案中发现的“特供”酒皆为假冒高端白酒，灌装低价酱香型散装白
酒以次充好。这一非法制售“特供”“专供”假酒产业链中，犯罪分子各司
其职，具备成体系的营销手段。在假酒销售团伙的移动硬盘中还发现针
对客户群体的评级列表，以便“精准营销”。

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特供”酒均为假酒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冒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军队名义，以低档

白酒灌装、勾兑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牟取暴利。针对此类
犯罪突出问题，公安部近期已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净风”专项行动，遏
制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活动，净化社会风气，维护党和政府、人民军队
良好形象，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有关部门于2013年印
发通知，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公安部等六部门于2022年发布《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等
商品的通告》，严禁线上线下销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

警方提醒，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特供”酒均为假酒，请消费者不要上
当。如发现有人销售“特供”酒，可及时向市场监管、公安机关等部门举
报。

“没有需求也就没有市场。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没有‘特供’酒，你拿
‘特供’酒来请客，人家不仅不会觉得你有关系、有门路，反倒认为你是骗
子。”浙江一名基层干部说，治理“特供”酒既靠打击也重宣传，切实有效提
升公众的识骗防骗意识和能力。

据悉，针对此类犯罪与虚假宣传、商标侵权、互联网售假、危害食品安
全及非法印刷等行政违法行为交织关联特点，公安机关将积极会同有关
部门开展联动执法，加强对重点场所的监督检查，深挖利用互联网、物流
寄递等销售假酒的犯罪线索；根据重点地区制假售假犯罪形势，组织开展
跨省集群战役，彻底斩断“产供销”犯罪链条。 来源：新华网

“特供”酒是怎么出炉的？
——起底“特供”酒黑色产业链

“快递驿站 1 元蔬菜包新鲜上
架，有需要的街坊请自行扫码购买；
60岁以上老人以及环卫工人可免费
自取！”在番禺区市桥街一家快递驿
站内，每天上午10点半，一批新鲜的
蔬菜包被摆上货架。

快递驿站？1元蔬菜包？是的，
你没看错。菜心、小白菜、红萝卜、玉
米……蔬菜包菜品丰富，价格低廉，
颇受欢迎。这不是赔钱买卖？店主
江真超解释，自己打工时曾看到一家
大排档免费向老人赠送餐食，深受感
动，便暗下决心以后做公益；当看到
一些老人被不良商家“免费赠菜”的
幌子引诱，便萌生出了“1元放心菜”
的想法。

江真超的“创意”，还不止于此。
在他的打理下，普通的快递驿站已变
身“爱心驿站”。在这里，除了1元蔬
菜包，还开设了公益图书馆，让附近
的孩子有个好去处。他还将省吃俭

用省下来的5万元捐出，助力社区邻
里活动中心建设。

歌曲《真心英雄》中唱道：平凡的
人们给我最多感动。江真超，就是一
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他的善举在一些
人看来，没什么了不起，称不上惊天
动地。但勿以善小而不为，不正是因
为普通、“善小”，才更显可贵吗？普
通人能量有限，但有一分光就照亮一
小方天地，有一分热便温暖周边的
人。正如番禺区慈善会负责人所言，
他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利用自己
的力量，为社区带来正面、持续的变
化。寻常善举，本就了不起。

城市是美好生活的容器。广州，
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共同体”。人
人慈善、处处可为，爱心持续“累积”、
善意加速传递。正是凭借一个个凡
人善举，“慈善之城”的名片愈发响
亮，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里涌动着“暖”
能量。 来源：广州日报

一元蔬菜包，传递“暖”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