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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上午，2016 浙江·台湾合作周

在杭州未来科技城会议中心隆重开幕。

开幕式上，与会领导和嘉宾见证了浙台

合作项目签约。现场共签约项目10个，涉及

我省着力培育的七大万亿产业，投资总额

11.4亿美元。这次合作周签约项目呈现产业

特色鲜明、投资规模较大、覆盖范围全省的显

着特点，涵盖信息技术、环保、旅游、健康、时

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万亿产业”

项目和浙江特色小镇、涉台园区、媒体交流、

青创基地项目等。

本次合作周旨在进一步深化创新驱动和

“东引台资”战略，推进浙台经贸交流合作，围

绕浙江“十三五”规划实施，重点对接杭州城

西科创大走廊、浙江特色小镇和信息、智能装

备、健康、金融等重点产业，以及海峡两岸民

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等涉台园区。作为浙

江省“十三五”规划和“科创强省”战略的重大

举措，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是我省深化科技

创新、支持人才创业、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主

阵地、“创新极”，特色小镇承载信息经济、金

融、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是融合产业、

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业创新平台。

本次浙台合作周，将优先与台湾同胞分

享浙江新的发展机遇，吸引海内外台商台企

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和与“互联网+”经济对

接的企业来浙投资兴业。合作周还将举办一

系列浙台青年创业创新活动，推动两岸青年

携手共进，共同拥抱以“互联网+”为特色的

浙江经济新蓝海。 本报记者 陈进红

2016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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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警方近日成功捣毁7个以教育培训

为名，长期从事“助考”活动的犯罪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王

某、胡某等 13 人被抓获归案。据了解，2015 年 11 月，《刑法

修正案（九）》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将组织考试作弊规定为一种

具体的犯罪行为。在随后进行的 2016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

试中，公安县警方查获参与研究生考试作弊考生 108 人，侦

破这起刑九实施以来组织考试作弊罪第一案。

2016年研究生考试作弊案告破，警方公布细节

考试当天凌晨答案到手，通过无线电送到考生手中

作弊入刑首案涉全国108名考生

2016年研究生考试作弊案告破，警方公布细节

考试当天凌晨答案到手，通过无线电送到考生手中

作弊入刑首案涉全国108名考生

9 月 20 日，公安部对外通报，由公安部

统一指挥、调度，江苏省公安机关在广东、广

西、重庆、四川省市公安机关配合行动下，成

功破获“5·08”网络赌博专案，打掉“伯乐”

“鑫乐”“凤凰”“皇轩”“盛皇”“乐亚”等6个赌

博网站，在境内外抓获 36 名犯罪嫌疑人，其

中21人从菲律宾押解回国，初步查明涉案金

额超过 3 亿元。目前，该案 11 名主要犯罪嫌

疑人已被移送起诉至江苏扬州市人民检察

院。 据新华社

网络赌博
跨国追捕

据法制晚报

逃匿嫌疑人牵出作弊大案

犯罪嫌疑人王某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掉

进自己亲手挖下的“坑”里。

2014年，王某就曾以组织考试作弊的方

式非法牟利。其间，他以研究生考试“包过”

为名收取一名沈阳籍大学生 18 万元“培训

费”。事后，该大学生并未通过考试，但王某

坚决不予退款。这名大学生向湖北警方报

案，警方顺藤摸瓜，在 2015 年全国研究生考

试期间成功捣毁另一个与王某互有关联的组

织考试作弊犯罪团伙，而王某侥幸逃脱。

一年后，王某再度出山，计划在即将进行的

2016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中“施展拳脚”。

2015年12月，湖北省公安厅网安总队向

荆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提供线索，将有多名嫌

疑人准备通过“枪手”替考、利用无线电作弊器

材发送答案等方式实施“助考”犯罪。警方对

整个学校进行了地毯式排查，最终确定王某正

在学校宾馆一名考生入住的房间内。

抓捕一组成员破门而入，王某此时正坐

在一台电脑旁传送试题答案。当时，电脑屏

幕上显示着答案信息，窗台上还有一台正在

运转的作弊用无线传输设备。

成功打掉作弊全产业链

专案组从该校查获作弊考生 9 名，收缴

用于接收答案的作弊设备9套。据作弊考生

交代，他们均来自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詹某的

培训班。詹某与王某存在合作关系。双方协

商，由王某亲自向这批考生发送作弊答案。

考试结束3天后，詹某在武汉投案自首。

抓捕二组于考试当天赶赴设在华中师范

大学西区国学院 8 号楼的一家目标公司，当

场查获研究生考试培训协议、考生资料、账本

及办公电脑等证据。

据统计，考研当天武汉地区的集中收网

行动中，专案组共抓获参与组织考试作弊的

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二人，查获作弊考

生 22 人。湖北省公安厅网安总队指令十堰

市公安局网安支队采取行动，在十堰市考点

查获作弊考生3人。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网安大队侦查中队

中队长肖可告诉记者，据武汉纺织大学作弊

考生交代，为其传递答案的人叫“张老师”。

经专案组调查确定，其真实身份为犯罪嫌疑

人魏某，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在读学生，

后在该校被抓获。

据相关犯罪嫌疑人交代，其答案来源于

一个名叫“周文”的人。

“周文”将印有考题答案的卷子发给他们

抄写。事后，他通过微信将答案发给了王

某。经专案组侦查确认,“周文”的真实身份

是另一陈姓犯罪嫌疑人。此人落网后交代，

他参加了河南籍犯罪嫌疑人李某团伙组织的

两场“培训”，获取了 2016 年研究生考试答

案。随后，他联系了陈某进行推广，陈某则介

绍胡某、王某等人参加了“培训”。

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间，专案组成

功抓获参与组织考试作弊的犯罪嫌疑人22人，

采取强制措施13人，查获参与研究生考试作弊

考生108人，涉及全国16个省（区、市）。至此，

这起组织结构庞大、关系错综复杂的考试作弊

大案彻底告破。其犯罪脉络清晰可辨——

上线陈某团伙从河南籍犯罪嫌疑人李某

处获得部分考试答案，组织“培训”进行推广；

胡某参加陈某组织的“培训”后，于考试当天凌

晨将答案传递给王某团伙；王某获得考试答案

后立即传送给下线梁某团伙，梁某随即提供给

相关考生；考试当天，王某自己利用无线发送

设备，向考场内的9名考生发送答案。

上述犯罪团伙之间及内部分工明确，基

本形成一个窃题、传题、解题、招生、培训、组

织作弊、替考的完整产业链条，涵盖刑九规定

中涉及考试作弊的所有相关罪名。

据悉，目前，王某、胡某等13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当地检察机关移送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