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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卖自己的银行卡
男子被抓

本报讯（记者 房舒 通讯员 于鲁川 孙
晓滨）“我就卖了自己的银行卡，怎么就犯罪
了？”在厦务工男子张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近日被大嶝派出所抓获。

当日晚上，大嶝派出所接安徽警方提供
线索称，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嫌
疑人张某，疑似在大嶝辖区内出现。“经过迅
速比对，发现一名在某工地打零工的工人与
张某相关情况符合，随后将其抓获。”该所民
警傅志平说。

据了解，张某在老家时经老乡介绍，将
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以高价出售给电信网络
诈骗团伙，继而给受害人造成巨额损失。张
某卖了银行卡后就来厦门务工，没想到才来
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抓获。目前，张某已被移
交至当地警方，案件仍在进一步审查中。

黄牛闯菜地吃菜
引发纠纷

民警耐心劝说化解矛盾
本报讯（记者 薛尧 通讯员 付邦恕 戴

珊珊）老黄牛闯菜地吃菜，导致快收成的蔬
菜受损，农户怀恨在心，偷偷将老黄牛“绑
架”，双方人员为此引发纠纷。民警经过四
小时耐心劝说，终于让双方握手言和。

近日，集美区灌口镇李林村菜农赵大爷
发现马某饲养的一头黄牛跑到自己的菜地
偷吃菜，辛辛苦苦种植的蔬菜长势喜人、即
将收成，却被别人家的黄牛给“拱了”，赵大
爷气不打一处来，跑到马某家找马某理论，
双方各执一词、不欢而散。

回家后，赵大爷越想越生气，认为牛偷
吃菜给自己造成了损失，此“仇”不得不报，
于是赵大爷就趁马某放牛之际，“绑架”了他
的牛，想给他一点教训。

自家黄牛“不翼而飞”，马某认为是赵大
爷所为，随即到赵大爷家让其还牛，双方再
次起了争执，僵持不下，遂拨打了110报警
求助。

灌口派出所民警到场后，双方仍然争执
不休，出警民警看双方矛盾一时无法解决，
遂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耐心劝解。“你们两人
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因为一点小事
闹了矛盾、伤了感情，实在不值当！”民警苦
口婆心地对二人进行劝说，经过四个多小时
的耐心开导，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本报讯（记者 谭心怡 通讯员 思法
宣）女子爱美找微商打了除皱针后觉得头
晕头痛，这才发现原来微商竟连医疗服务
的资质都没有。近日，思明法院发布一起
案件。

近几年，随着微商的兴起，朋友圈的
小广告让人眼花缭乱。做医美行业的小
美（化名），也每天坚持在朋友圈发小广
告，由此积累了一些爱美的客户。菁菁
（化名）便是其中之一，被这些小广告“种
草”以后，她便联系了小美。

2022年 9月，菁菁通过微信联系小
美，到店咨询后，在小美的推荐下注射了
除皱针。注射时，菁菁发现针剂外包装没
有中文标识，也没有中文使用说明、产品
批准字号、产品合格证明等，心里就觉得
不安。之后的一周里，菁菁总感觉头晕，
经医院诊断为头晕头痛。

菁菁觉得小美的药是假药、劣药，给
她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要求小美立即退还
注射费用7000元，支付十倍赔偿金7万
元，还有医药费、人身伤害费、误工费、精
神损失费等共计1.2万余元。

小美说，她的确没有从事医疗服务的
相关资质，但她给菁菁用的除皱针是进口
药品，是否为假药、劣药应由药品行政主
管部门判定。“我可以退还菁菁7000元注
射费，但菁菁不能证明头晕就是注射针剂
导致，所以我不愿意赔偿医药费、人身伤
害费等其他费用。”

法院认为，经查明，小美为菁菁提供
的医美服务系注射药物形式，属于具有
侵入性的医疗美容项目。小美明知自己
不具备医疗执业资格，却为菁菁提供这
类医疗美容服务，且使用的除皱针剂不
符合法律规定的包装标识要求，构成消
费欺诈行为。

综上，法院一审判决小美应该向菁菁
退还注射费7000元并三倍赔偿 21000
元，对于菁菁要求赔偿的其他费用，因其
没有证据证明针剂是假药、劣药并造成人
身损害，故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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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与消
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消费者享有知悉其
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之权利。经营
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
引人误解的欺诈行为。

同时，对于医疗美容服务从业者相关资质、医疗产品包
装要求，我国法律均有严格规定。

现实中如小美这样的经营者，基于对法律知识的无知，
无资质提供医疗美容服务，销售、提供“三无”不安全产品，足
以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欺诈
行为，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即退还商品价款的同时，按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进行赔偿。

一只受伤的白鹭落入海里一只受伤的白鹭落入海里，，被辅警用渔网救起被辅警用渔网救起。。

长泰芦柑声名远播，每到成熟季节便吸引很多游
客慕名前往长泰，只为品尝一口地道的长泰芦柑。

时下，在岩溪镇五四农场、青年果场的芦柑园里，
一颗颗黄澄澄、沉甸甸的芦柑挂满枝头。由于长泰得
天独厚的土壤和水资源优势，产出的芦柑果形硕大、
皮薄多汁、果肉香甜，“征服”了不少游客的味蕾。

提起芦柑，人们常常会想到“五四农场”“青年果
场”这两个镇办果场。如此深入人心的芦柑品牌背后
是产品质量的支撑，更是精细化管理赋予的底气。据
漳州市长泰区岩溪镇五四农场副场长林滨龙介绍，除
了日常的管理举措，农场还科学地用药用肥，多数采
用有机肥，以此保障芦柑的品质，同时在果园内增设
喷灌设施，结合原本的沟渠灌溉，确保芦柑“喝饱水”

“长得美”“吃着甜”。
除了对芦柑进行提质，长泰还在采收效率方面下

足功夫。在青年果场的芦柑园内，长约3公里的运输
轨道铺设在山野林地间。轨道运输车满载着一筐筐
芦柑，将树上的甜蜜送往人们的手中，有效地解决了
山地果肥运输困难的问题。据青年果场技术人员叶
水山介绍，单轨运输机一次可载重200公斤以上，大
大提高运输效率，同时也降低了劳
动强度，对农场的提质增效起
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长泰芦柑的主要
生产基地，镇办果场充分发
挥生态优势，改进芦柑生
产技术，凭借着多年的种
植经验沉淀了长泰芦柑的
好口碑，走出了长泰芦柑的
特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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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累累满枝
头，芦柑丰收果农
乐，又是一年芦柑丰
收的好光景。作为
漳州市长泰区的标
志性水果，长泰芦柑
素有“柑中之冠”的
美称，以色、香、味三
绝闻名遐迩，多次被
评为全国优质水果，
也曾荣获“中国绿色
食品”“福建省优质
水果金奖”等称号。
近年来，长泰的芦柑
产业蓬勃发展，整体
品质优良，以极高的
性价比远销全国及
海内外，不再是“藏
在深山人不识”，而
是成了声名远扬的
芦柑品牌。

新兴大户聚合力
放大“品牌”影响力

镇办果场树标杆
打响“品牌”知名度

长泰岩溪镇五四农场：0596-8292588

长泰岩溪镇青年果场：0596-8280308

长泰枋洋镇东林墘柑桔专业合作社：13774744779

长泰松树林家庭农场：13709304004

长泰梁岗山石笋家庭农场：13806900993

长泰岩溪圳古果场：13605070123；15859688255

长泰岩溪内辽明辉农场：13348490031

长泰岩溪内辽柑桔专业合作社：13906064126

长泰鼓鸣醉美乡村合作社：13709331928

长泰东蔗果蔬农业专业合作社：15880862844

长泰山果寨柑桔专业合作社：13600978985

长泰西庵湖家庭农场：13850598343

长泰芦柑购买渠道

文/本报记者 蓝慧
通讯员 林婷婷

王雅鹏
沈思道
蔡剑涛

图/长泰区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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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泰芦柑迎来丰收季长泰芦柑迎来丰收季。（。（李淑芬李淑芬 摄摄））

长泰芦柑季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长泰芦柑季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

近年来，长泰区着力在芦柑的品种改良、品质提
升、品牌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不断培育芦柑产业新动
能，巩固放大“芦柑之乡”的优势地位，打响“长泰芦
柑”品牌。在坚定了当地果农种植信心的同时，还吸
引了许多外地种植户选择这份“甜蜜事业”，进一步助
推“长泰芦柑”品牌走得更远。

长泰区枋洋镇东林墘柑桔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
清芳在多年前就被长泰芦柑的品质和前景所吸引。
陈清芳说：“我是漳州龙海人，原先在龙海种植蜜柚、
荔枝，但这几年的价格都不太可观。后来，我看到长
泰芦柑品质特别好，市场行情也相对稳定，所以就来
到长泰种植芦柑，目前我在这种植芦柑已经六七年
了。”

现如今，陈清芳的果园收获满满，漫山遍野的芦
柑树硕果累累。“我们果园一共种植了40余亩的芦
柑，今年的产量预计可以达到9万公斤左右。”陈清芳
激动地说道。由于果园地处山清水秀的枋洋镇枋洋
村，背山面水，土壤肥沃深厚，日照充足，非常适宜芦
柑生长，加上自身多年的果树种植经验，产出的芦柑
品质优良，深受市场喜爱，也吸引了不少回头客。

随着长泰芦柑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果农种植芦柑
的积极性高涨，长泰芦柑产业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
道。目前，长泰芦柑种植经营主体有58个，其中，镇
办果场3个、合作社19个、家庭农场36个，种植总面
积达8500多亩，今年产量预计可达13000吨左右。
种植主体中有市级龙头企业1家，省级示范合作社2
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3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6家，
注册商标有“冠牌”“兴鑫盛”“圳古”等。此外，有1家
已获得“绿色食品”称号，8家已通过“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已建成“芦柑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4个、“省级
优质农产品示范基地”2个。

“品质的保障，让长泰芦柑的价格相对稳定，品牌
效益也逐渐显著。”长泰区农业农村局经作站站长薛卫
东表示，长泰区将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和芦柑种植历史
悠久的优势，从技术、资金上加大扶持力度，通过推广
芦柑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建设
芦柑示范基地等方式，打造高品质的长泰芦柑。同时，
还将实施“三品一标”认证奖励，推广标准化栽培，增加
产品附加值；通过举办芦柑节、芦柑王大赛、芦柑短视
频大赛等宣传活动，进一步打响长泰芦柑的名气。

当下正是橙黄橘绿时，品尝芦柑的时间“柑柑
好”。如今，水果市场上总能看见长泰芦柑的身影，其
优良的品质不但给人以口福，柑桔产业的发展更是充
实了人们的钱袋。不管你是当地百姓，还是身处外地
的饕客，都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购买到正宗的长泰
芦柑，现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地点：五缘湾附近

开船下海救白鹭

地点：漳江口红树林

“鸟中大熊猫熊猫””又来了又来了

本报讯（文/图 记者 张玉榕）近日，一
只白鹭因翅膀受伤，在飞到五缘湾沙滩附
近时跌入海中。好在有路过的热心辅警、
渔民携手救助，他们开船下海将白鹭救
起。最后，这只“落难”白鹭被送到野生动
物救助站内。

“这边有一只白鹭飞不起来了，在水
里扑腾，你们能不能来救救它……”当日
上午9时许，辅警张先生正在海边巡逻，
一名热心市民一路小跑过来，向他寻求帮
助。顺着该市民手指的方向，张先生看到
一只白鹭漂浮在海面上，由于翅膀受伤，
它全力挣扎仍无法脱身。

“白鹭落水的地方有护栏，而护栏离
水面有2米多高，这给救助工作带来不小
的困难。”为了尽快帮白鹭脱困，张先生只
能联系周边渔民来协助。经过沟通，张先
生乘坐渔船来到白鹭旁，并用渔网将其捞
起，带离了海面。

上岸后，张先生拿来毛巾为白鹭擦干
羽毛，并将情况反映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野生动物救助队。当天上午，这只翅膀
受伤的白鹭被送到了野生动物救助站接
受治疗。待它伤势好转、恢复生存能力
后，将被放归大自然。

报料人：张先生 报料费：20元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近日，位于漳州市云
霄县的国家级漳江口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又迎来了一批
远方“贵客”——被称为“鸟
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黑脸琵鹭，达27只。

这是今年入冬以来，保
护区第二次监测到迁徙而来
的黑脸琵鹭。上月初，13只
黑脸琵鹭作为探路者先期抵
达（本 报 11 月 14 日 B03 版

《“鸟中大熊猫”，现身漳江口
红树林》）。

从漳江口红树林自然保
护区的工作人员观测到的影

像资料可知，这批黑脸琵
鹭结伴而行，时而翱翔红
树林上空，时而在滩涂上

觅食，显得活泼灵动。
工作人员注意到，其中

的两只黑脸琵鹭分别戴着
K18环志标识和14K环志标
识（为全国鸟类环志中心所
作标识），而且戴14K环志标
识的黑脸琵鹭携带的微型卫
星定位追踪器清晰可见。经
测算，它们来自3000多公里
以外的北方。戴着K18环志
标识的黑脸琵鹭继去年就被
保护区发现，今年又如期而
至，还带来了新的戴着 14K
环志标识的伙伴。

近年来，漳江口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加大红树林湿地的
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日益改
善，迁徙水鸟种类、数量逐年
增加，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 戴着戴着1414KK环志标识的黑脸琵鹭环志标识的黑脸琵鹭。。

（（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