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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

做药材生意遇“李鬼”损失惨重
安徽阜阳市太和县是全国最大的药品集

散地之一，客商云集。看到别人靠经营药品发

了财，于是孙某通过关系，成了亳州市药材总

公司药品公司一名业务员，联合自己的亲戚李

某、张某，做起了药生意。1998年11月3日，孙

某从太和县某医药公司孔某处购进1000盒西

安博爱牌“五灵丸”药品，批号 980416，单价

27.8元，总金额27800元。

同年11月6日，孙某等人将该批药品销售给

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总医院，中原油田总医院

在使用这批“五灵丸”过程中，于1998年12月24

日被河南省濮阳市工商管理局经济监察大队以

假药查扣，认定这1000盒“五灵丸”属假冒药品，

决定对中原油田总医院处以罚款115920元。孙

某等人得知情况后及时给中原油田总医院补送

了真药品，并为其付了100000元罚款。

1999年初，孙某、李某、张某等人为了让太

和县某医药公司职工孔某赔偿其损失，通过咨

询，认为与中原油田总医院合同中约定，若出

现假药处以十倍罚款不符合法律规定，需要更

改为五倍，且将“五灵丸”药品的单价提高。于

是，孙某指使张某到中原油田总医院伪造了一

份编号为GX98501的供货合同，将原合同中的

处罚倍数由十倍改为五倍、“五灵丸”药品的单

价由33.6元改为39.1元。为了证明医院按合

同执行了罚款，孙某又指使张某到中原油田总

医院伪造了一份处罚通知。

1999年4月19日，孙某以亳州市药材总公

司药品公司的名义，向太和县人民法院起诉太

和县某医药公司，要求赔偿其损失262400元。

为索赔，私自篡改合同

据了解，此案由太和县人民检察

院于2010年5月 14日立案侦查，由颍

上上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颍

上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纪某

作为主审法官，在办理民事案件过程

中，明知原告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而

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在民事审判活

动中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纪某行为触

犯刑律，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被告

人孙某、张某、李某为获得更多赔偿，

共同计议，指使杨某为其提供伪造的

证据，其行为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犯罪

特征，构成妨害作证罪，且属共同犯

罪。被告人杨某是中原油田总医院药

品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由于接受孙某

等人的吃请，明知孙某等人为了诉讼

需要虚假的证据，仍然帮助孙某等人

更改合同，以中原油田的名义出具了

处罚通知，帮助伪造证据，情节严重，

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且属共同犯罪。

据此，颍上县人民法院以犯民事

枉法裁判罪判处太和县法院法官纪某

有期徒刑 1年，以妨害作证罪判处孙

某、张某有期徒刑1年、李某有期徒刑1

年缓刑2年，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杨

某有期徒刑1年缓期2年。

10多年后东窗事发跌入囚笼

太和县人民法院受理后，由经济

一庭办理，纪某担任本案主审法官。

在孙某等人的申请下，1999年5月26

日，法院查封了孔某价值30余万元的

药品。在此期间，纪某与张某等人一

起到河南濮阳核实上述证据，并调取

了中原油田总医院相关账目，账目显

示河南濮阳市中原油田总医院没有将

上述罚款从亳州药材总公司药品公司

的货款中划扣。纪某调查取证回来，

接受李某、张某等人的吃请及礼品。

为了确保在诉讼中胜诉，孙某又

指使李某到中原油田总医院找经营

管理办公室主任杨某，伪造了一份中

原油田总医院划扣亳州药品公司货

款350520元的证明。为了提高证据

的证明力度，纪某弄虚作假，将该证

明作为法院调取的证据在庭审中出

示。1999年 8 月 3 日，纪某提请院审

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了（1999）太

经初字4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太和县某医药公司赔偿给原告亳州

市药材总公司药品公司经济损失

350520元。判决后，于1999年 11月 10

日，执行了查扣的药品，给孔某造成

了近20万元的经济损失。

法官联合当事人先造假再审判

贴了标签的红富士却一点都不甜？
省城的刘大姐上周末在一家水果店里

花了20多元买了三斤“红富士”，可让她奇怪

的是，这些“红富士”竟然一点都不甜。“当时

路过水果摊，发现这些苹果比较漂亮，上面

还贴了‘红富士’的标签，所以才买的。”

在刘大姐家里，记者看到了几个不甜的

“红富士”。这些苹果表皮上贴了金光闪闪

的标签，上面写着“精品富士”几个字。刘大

姐说，她有些怀疑这些“红富士”的标签是假

的，“我看这些纸质的标签，轻轻一撕就能撕

下来，撕下来之后贴到普通苹果上，别人也

看不出来。”

水果标签八毛钱一大张随便买
刘大姐的怀疑有没有道理？昨天上午，

记者来到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以想

做水果生意买些水果标签为借口，询问一家

摊主。摊主告诉记者，水果批发区的最后

面，有一家店专门卖标签的。记者随即来到

了该门面。在这家没有招牌的店面中，靠墙

的货架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标签。见

记者询问，老板热情介绍，“八毛钱一张，苹

果、香蕉、橙子的都有，要什么样的都行。”

记者注意到，这家店所出售的水果标签

有近20种，每张大的标签上最多有90个小

的不干胶标签，而范围更是涉及“冰糖富

士”、“精品红富士”、“纽荷尔橙”你看，这个

就是贴在橙子上的，贴上之后很漂亮。”店主

指着一个绿色叶子形状的标签告诉记者，标

签上写着“ASSAGAI”。但当被问及这些“进

口”的标签都是哪些国家的时，该店主称“不

知道，反正是外国的，贴在水果上买的人也

看不懂。”

水果产地到底谁说了算？
记者随后走访了红星路的三家水果超

市。一种青绿色的橘子，在A店的产地是巴

西，在B店变成了泰国；而B店店主口中产自

“台湾”的芒果，其产地在一家大型超市水果

区的标签中则变成了“澳大利亚”。

在红星路的一家大型超市水果区里，其

产地从“台湾”变成“澳大利亚”的芒果，价格

为18.8元一斤，与其旁边8.8元一斤的本地芒

果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记者留意到，贴在这

种“澳芒”表面的标签上，写着“Product of

China（注：中国的产品）”。

让记者惊异的是，该超市销售的一种

“新西兰富士”，其价格标签上标明产地是

“新西兰”；而这种苹果贴的标签，竟和记者

之前在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里买到的一

种标签一模一样——绿色的标签上写着

“APPLECHINA（中国苹果）”，无论从哪里都

看不出其产地是“新西兰”。记者拿起一个

“新西兰富士”，向店员询问道：

记者：“你这产地是新西兰吗？”

店员：“这是新西兰品种引进到山东种

植的，是山东生产的。”

记者：“那你这个标签是苹果进回来之

后贴的还是之前就贴好的？”

店员：“进回来以后贴的吧。”

而这种在该超市中售价为8.9元一斤的

苹果，在绩溪路的水果摊上不仅只卖到5.8

元一斤，而且竟贴了相同的“APPLECHINA”

标签。同时记者发现，几乎每个水果摊上都

有贴了“红富士”、“冰糖富士”等标签的苹

果，摊主们表示进货的时候标签都贴好了

涉嫌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
合肥市工商局商标处处长丁园园告诉

记者，这些标签不是注册商标，即使没有商

标持有人的授权而随意生产、出售，也并不

构成商标侵权。“但《商标法》中有明确规定，

即使是未注册商标，在使用时也不能粗制滥

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

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工作人员则告诉

记者，标签属商品装潢，贴在水果上就是表

明水果的名称、产地等。如哈密瓜上贴有

“新疆哈密瓜”的标签，就表示该哈密瓜的产

地是新疆。“如果这个哈密瓜产自新疆以外

的地方，就属于误导消费者。同时，若以一

般水果冒充名优水果甚至进口水果牟取暴

利，也是一种价格上的欺骗。”

10多年前联合当事人伪造证据审判，最终东窗事发

太和县一法官造假判案跌入囚笼
作为一名法官，在审判

过程中，本应“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公

平公正的判决，可身为法官

的纪某在民事审判中，故意

违背法律和事实作出错误

判决，最终没有逃脱法律的

制裁。日前，涉案的5名被

告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潘书培 高仕鲁 记者雷强

标签八毛钱一大张随便买，产地怎么说怎么算

水果标签“雾里看花”

』

『

超市和水果店里琳琅满目的水果，多半有着鲜艳的色泽，带着诱人的香甜。更重要的是，

在它们表面无一例外贴着一个小小的不干胶标签，有的标签上甚至写满了英文。没错，这就

是贴了标签的高档水果。然而，这些贴着标签的水果真的有你想象中那么光鲜吗？

记者 李皖婷/文 王恒/图

调查 延伸

主管部门

可任意贴的水果标签

制图：方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