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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XIANDAIJINBAO

本报讯（通讯员 徐榕 记者 朱琳）《小猪佩
奇》这部幼儿动画，吸引了不少人。

不过，人红是非多，“猪”红盗版多。慈溪的一
家服装厂就因为盗版问题，被小猪佩奇的“东家”
给告了。

2004年，《小猪佩奇》就已经在英国首播，并
很快风靡全球。随着小猪佩奇近几年在中国的走
红，以小猪佩奇为主题的周边产品贴纸、手表、公
仔、零食、包包等已经成为潮流。在这些产品中，
不乏许多未经商标授权侵权销售的产品。

慈溪的这家服装厂为了顺应潮流，就在自家
生产的短袖童装上印上了小猪佩奇的形象。2018

年9月，小猪佩奇的中国著作权所有人——娱乐
壹英国有限公司和艾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
因侵害商标权纠纷，将这家服装厂告上了慈溪法
院，要求对方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害著作商标
专用权商品的行为；销毁侵权商品库存、服装印
刷模板；赔偿2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审理中，服装厂表示深刻认识到了自身错
误，已经停止侵权行为。

因此，原告两家公司也没有做过多纠缠，最
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了协议，由被
告服装厂限期赔偿两原告公司合计2万元，否则
额外支付1万元作为违约金。

婚礼上获奖人选内定成潜规则
婚礼督导钻空子敛财

本报讯（通讯员 蒋建芳 胡婷婷 记者 陶
倪）眼下，抽奖成了婚礼上必不可少的互动环节。
由于婚礼上的奖品往往比较丰厚，所以不少新人
会选择将大奖“内定”给关系亲密的亲朋好友。而
这样“潜规则”却被婚礼督导钻了空子。昨天，记
者从鄞州区检察院了解了这样一桩案件。

2018年 5月，23岁的男子林某担任宁波某
酒店一场婚礼的现场督导。婚礼后半场的抽奖环
节，中奖号码是可以通过电脑后台操控的。在知
道当天的一等奖已经被新人内定给朋友后，林某
就把歪心思动到了其他奖项上。

需要中奖就得有奖券，林某想到，司仪团队
中的阿明是作为新娘的朋友参加婚礼的，而且阿
明和女友在抽奖前因故已经离开。林某马上跑到
阿明之前坐的位置上，意外发现其司仪团队的两
名实习督导就坐在那桌，手上还有阿明交给他们
的两张奖券。他随即记下两人的奖券号码，并告
诉他们阿明是奖项的内定者，需要他们帮忙上台
领奖。

林某又跑到电脑操作人员处，谎称二等奖和
特等奖已由新人内定，要求抽奖时抽取这两个号
码。同时，林某找到司仪告知此事，还特意称内定
的两个人不太爱说话，让司仪不要过多为难。最
终，二等奖IPAD和特等奖苹果笔记本电脑分别
被两名实习督导上台领走后交给林某。

第二天，新人意识到不对，马上报警。几天
后，林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供认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

近日，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林某涉嫌诈骗罪
提起公诉，最终林某被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八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手机不值钱就能随手放？
结果支付宝近3万元被盗

本报讯（通讯员 马俊 记者 朱琳）不怎么值
钱的手机可以随意摆放在办公桌上吗？如果把这
个问题抛给海曙区古林镇的市民齐小姐，她恐怕
会很快告诉你：“不能！”

2018年11月19日，齐小姐刚刚因为自己的
大意，将装有支付宝客户端的一部仅值200多元
oppo手机留在了办公桌上，然而当次日她打开
支付宝时，竟发现余额内的近30000元钱没了。

原来，附近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汪某因为
当天来齐小姐所在的公司打台球，路过齐小姐的
办公桌时，偷偷把手机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回到家后，汪某发现，手机的开机密码设置
得非常简单，而更让他兴奋的是，不需要输入密
码就可以直接登录手机上的支付宝。

很快，汪某又发现手机支付宝里有个购买火
车票的应用，里面不仅有齐小姐的手机号、姓名，
还有齐小姐详细的身份证号码。

在掌握这些信息后，汪某迅速用“身份证号
码+手机验证码”的方式，修改了齐小姐支付宝
的交易密码。

11月20日凌晨1点多，在几分钟内，汪某以
向自己支付宝发红包的方式，从齐小姐的支付宝
余额里，整整转出了近30000元。

目前，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海曙检察院提
起公诉。

检察官提到，这起案子齐小姐的马大哈给所
有市民都提了醒，不管你的手机值不值钱，你都
得妥善保管，尤其是在手机上曾安装过移动支付
软件的，更应该慎之又慎。

小女孩手机购物被骗1432元
为躲挨打向民警借钱填补窟窿
还钱后，孩子还寄来一封手写的感谢信

小猪佩奇也是有“脾气”的
慈溪一家服装厂蹭热点赔了2万元

“以后在网络上，千万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话，
遇到跟金钱有关的东西要告诉家长，这次就当是
花钱买个教训，回去好好跟爸爸解释，你爸爸一
定会原谅你的。”录完笔录后，张警官还在安慰静
静。

但是让张警官意外的是，静静一听到“爸爸”
两个字，刚刚平复的心情又伤心起来，而且哭得
更凶了。孩子妈妈说，孩子爸爸脾气比较大，平日
里要是孩子不听话，就会打骂，要是这件事被她
爸爸知道了，肯定饶不了女儿。

现在手机微信钱包里少了1432元，只有填
上这个窟窿，孩子的爸爸才不会知道这件事，但
是家里的钱都在孩子的爸爸手里，她妈妈也无能
为力。

“后来孩子哭着向我借钱，而且不要现金，要
微信转到她爸爸的手机里，当时我看孩子哭得这
么伤心，没多想就把钱转给她了。”张警官告诉记
者，每一个人小时候都会犯错，当时静静已经认
识到错误了，自己也担心孩子挨打，就把钱借给
了她。

害怕被爸爸打骂向民警借钱

之后，静静和她妈妈分两次来到派出所，第
一次还了500元，第二次还了932元。不巧的是，
由于工作原因，两次都没有见到张警官，都是由
值班民警代为转交，于是静静就把自己的谢意写
在了纸上。

“她们母女俩派出所找了我两次，但是我刚
好都不在，她们第二次来派出所的时候，是值班
民警联系了我，她们在电话里向我表示了感谢。”
张警官说，收到静静写的感谢信时，自己有点意
外，但心里很温暖。

分两次归还并手写感谢信致谢

几天前，静静在家里闲来无事，把玩着爸爸的
手机，突然弹出了一个不知名的购物网站，她毫
无防备地点了进去。不承想这是不法分子设下的
圈套。因为年少无知，社会阅历少，最后在骗子一
步步的套路中，静静不知不觉被骗去了1432元。

当晚，静静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尚田派出
所报案。

“当时，小女孩一直在哭，哭得撕心裂肺的。
她妈妈在一旁也是不停地批评她，骂她不懂事。”
张警官向静静简单了解了情况，并做了笔录。

由于当时静静哭得太伤心了，张警官一边向
孩子了解被骗过程，一边不停地安慰她，同时也
告诉她妈妈，孩子知错能改就行了，不要一味地
批评。

手机购物被骗走1000多元

近日，奉化尚田派出所民警张建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感谢信。这封信是一名12岁小女孩静

静写的，虽然文笔稚嫩，还有一些错误，但是字迹工整，字里行间满是感谢。原来，1月4日，静

静向张警官借了1432元，归还后便写了这封感谢信。小小年纪怎么会向民警开口借钱呢？
□通讯员 应伟健 王嵘 见习记者 郑凯侠 文/摄

孩子手写的感谢信孩子手写的感谢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