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棉籽油披上“马甲”忽悠人
2000桶假冒名牌食用油已收回，三名嫌疑人被抓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嵇
磊 段学虎 通讯员 马霞
宋星刚） 租来房子，购买了棉
籽油及容器，私自贴上“胡姬
花”、“鲁花”、“龙大”等品牌的标
签，摇身一变，成了名牌食用油。
近日，东营公安分局民警破获了
这起生产、销售假冒名牌食用油
的案件，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
人。2月7日，东营公安分局将此

案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提请
批准逮捕。

面包车内发现

“名牌”食用油

1月11日凌晨，东营公安分
局胜园派出所民警在西五路附
近设置检查站，对来往车辆进行

例行检查。检查中，一辆白色面
包车试图加速冲过检查站躲避
检查，这下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民警迅速将面包车拦下。此
时，车上蹿出两名男子，向不同
方向跑去。周围民警迅速将两名
男子抓获。随后，民警在对面包
车内检查时，发现了车内装满了

“胡姬花”、“鲁花”等品牌的食用
油。据统计，车内装有30箱，共计

120桶。经过初步询问，民警得知
两名男子分别叫魏某（46岁，临
沂人）和王某（30岁，临沂人）。

由于两人对车内的食用油
来源说不清楚，胜园派出所民警
根据前期东营公安分局经侦大
队开展的“三个延伸”活动，将此
案转交给了东营公安分局经侦
大队。

周村出租屋内

暗藏造假窝点

经过经侦大队民警审讯，两
人交代了犯罪事实。据两男子供
述，这些名牌花生油均为假冒
品，是两人在淄博市周村区北郊
镇的一个出租房内将低价购买
的棉籽油装进包装桶，再冒用

“胡姬花”、“鲁花”等品牌商标进
行贴牌销售的。

办案民警顺藤摸瓜，于1月
12日赶赴淄博周村区北郊镇。在
嫌疑人的出租房内，民警发现大
量“胡姬花”、“鲁花”、“龙大”等
品牌的标签、油桶和包装箱，并
查获用于生产假品牌食用油的
一个不锈钢的大桶。为了保暖，
屋内还点了蜂窝煤炉子，地上到
处油迹斑斑，卫生状况很差。

在捣毁制假窝点后，民警开
始调查假油的销售情况。据嫌疑
人魏某交代，自2011年12月25日
开始，他们生产假冒食用油，向
东营运输送过3次，但忘了经销
商。根据研究和实际情况，民警
拿出大量东营食用油的经销商
照片，让魏某进行辨认。最终，魏
某辨认出了假油经销商范某。1

月18日，民警在西城将犯罪嫌疑
人范某抓获。

据悉，2011年12月25日以来，
犯罪嫌疑人魏某、王某未经商标
所有人授权的情况下，在淄博生
产假冒“胡姬花”、“鲁花”等商标
的食用油500箱共计2000桶，共计
价值107000元。据经侦大队民警
介绍，已将伪劣食用油全部收
回。三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据悉，2月7日，民警将此案
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提请批
注逮捕。

保健品不许

再打“专家牌”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吕增
霞） 记者从东营市卫生局获悉，
近日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保健食
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
求，加强保健食品产品许可管理、
生产流通环节监督、标签标识和广
告监管，确保保健食品质量安全。
保健食品广告内容必须经省级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
发布，严禁以专家或患者名义进行
功效宣传。

据了解，东营将严把保健食品
注册受理和生产许可审查关，对提
供虚假申报资料的企业，一律不予
受理和许可，并列入“黑名单”，一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对
保健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原料购
进、生产和记录查验制度落实情况
组织开展专项检查；以经营保健食
品的食品批发市场、大中型超市、
专卖店、药品经营企业为重点，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假冒伪
劣和非法添加药物的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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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识别系统

成渔船“管家”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吕增
霞） 记者从全市渔船射频识别系
统安装工作会议上获悉，东营符合
条件的1175艘渔船和渔业辅助船
将全部安装射频标签，今年RFID

射频识别系统基站安装工作将以
垦利小岛河渔港为试点。

渔船射频识别系统由港口和
船载基站、渔船射频标签及系统管
理软件等组成。近期，垦利县海洋
捕捞渔船将全部安装RFID识别系
统，并在红光渔港、小岛河渔港分
别安装“全向扫描式”读头各1个，
从而实现自动记录渔船进出港信
息、问题渔船管理、流量统计、锚地
统计等，防止渔船带病出港、不停
船检查及锚地渔船统计等，对提高
渔业执法效率、防止渔船套牌、进
出港自动监控及灾害性天气防范
等具有重要作用。

本次安装费用由山东省财政
全额补助，共计78万元。渔船射频
识别系统采取了RFID技术，通过
安装读取设备和船载标签，自动读
取渔船电子信息。

节后撤灯

13日，在府前大街路旁，记者
看到市政工作人员正在拆除节前
装在树枝上的灯饰和电线。据工作
人员介绍，“电线和灯饰长时间挂
在树上，容易发生危险，也不利于
树木的生长。一些大型灯饰要回收
利用，另外辽河路上的大红灯笼将
保留，其它灯饰14日即可拆撤完
毕。”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
道

东营正式接入天地图主节点
成为全国首批接入天地图主节点实现服务聚合的城市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吕
增霞） 13日，记者从东营市国
土资源局获悉，由东营市国土资
源局承担建设的数字东营地理
空间框架应用项目，“天地图·东
营”(www.dymap.gov.cn)已经正式
接入天地图主节点。东营已成为
全国首批接入天地图主节点实
现服务聚合的第三个市级节点
之一。

据了解，东营是继抚顺、伊
春之后，成为全国首批接入天地

图主节点实现服务聚合的三个
市级节点之一，东营市由此也成
为山东省目前唯一一家实现国
家、省、市三级天地图互联互通
与服务聚合的城市。记者打开天
地图·东营主页看到，网站有东
营市全景照片、矢量地图和影像
地图，还有各大旅游景点、医院、
学校、部分酒店、休闲娱乐场所、
商场等位置定位介绍、文字说明
和360度全景影像，非常直观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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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生产“名牌食用油”

记者从东营市公安局了解
到，在该食用油造假窝点中，造
假人员从外地购买了名牌食用
油的标识和外包装，并专门在北
郊镇附近购买棉籽油冒充名牌
食用油，进行贴“标”生产，可谓
初步形成了一个造假“流水线”。

13日下午，记者在东营公安
分局油区治安大队的一个办公

室内见到了查获的十几桶假冒
“鲁花”花生油。东营公安分局经
侦大队民警介绍说：“这些假冒
油与真品牌的食用油包装十分
相似，市民一般辨别不出真伪。
生产假冒食用油用的油桶、纸
箱、标识等都是嫌疑人魏某花30

多元从济南购买的。他们一共买
了700多套不同品牌的外包装。”

“棉籽油是由魏某从北郊镇
附近，以5元/斤的价格买回来
的。”经侦大队民警介绍说，嫌疑
人将棉籽油装进一个不锈钢大
桶内，然后将棉籽油分装在名牌
包装桶内，再用热凝器封上口，
贴上名牌食用油的标识后，便四
处联系买家。

“粗略估算，一箱假名牌的

食用油的成本206元左右，他们
卖给经销商的价格是216元，赚
取10元的利润。然后经销商在加
上10元左右的利润向外销售。”
经侦大队民警介绍，魏某和王某
是亲戚。魏某由于生意经营不善
导致欠债，才与王某合伙开始了
制假售假的勾当。

本报记者 嵇磊 段学虎

“天地图”网站装载了覆盖全球的地理信息数据，这些数据
以矢量、影像、三维3种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可漫游、能缩
放。其中中国的数据覆盖了从宏观的中国全境到微观的乡镇、村
庄。普通公众登录“天地图”网站，即可看到覆盖全球范围的1：
100万矢量数据和500米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覆盖全国范围的
1：25万公众版地图数据、导航电子地图数据、15米和2 . 5米分辨率
卫星遥感影像，覆盖全国3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的0 . 6米分辨率
卫星遥感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是目前中国区域内数据资源最
全的地理信息服务网站。通过“天地图”门户网站，用户接入互联
网可以方便地实现各级、各类地理信息数据的二维、三维浏览，
可以进行地名搜索定位、距离和面积量算、兴趣点标注、屏幕截
图打印等常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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