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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有几个人在小区单元楼弄了个房间开了家食堂。

开业前，他们给租客开了一个会：你们必须到我们这里来吃饭。

一人一天70元，两人80元，如果不来吃，要交“未前往就餐费”。

黑恶势力的作案手段，有寻衅滋事、暴力讨债等，但是，你

见过这样逼人吃饭的恶势力团伙吗？

近期，杭州经济开发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强行吃我做

的饭”恶势力案件。

石某某在下沙某小区以单元楼某房间为载体开设了一家

食堂，江某买菜烧饭、石某收款记账。

开业前，石某某、江某召集小区租户至食堂开会，强行要

求上述人员至食堂交钱吃饭。他们规定的餐标是：一人一天

两顿 70 元，两人 80 元，提供的是中午一餐面条，晚上一餐快

餐，伙食非常差。

他们还规定：即使不前往吃饭也要缴纳费用。

期间，被害人胡某因经济困难未能按期缴纳饭钱而被石

某、江某威胁，被迫补缴 1100 元“未前往就餐费”。被害人罗

某曾因未前往交费吃饭而被石某殴打。其余被害人慑于淫威

被迫每日到食堂吃饭交钱直至案发。

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名被害人在该食堂吃饭至少有 376

次，交易金额至少达26720元。

本案属恶势力犯罪。恶势力是指三人以上经常纠集在一

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

实施诸如强迫交易等特点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歹、欺压百

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的违

法犯罪组织。

法院认为，石某某伙同他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卖商

品，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恶劣的社会影响，情节特

别严重，已构成强迫交易罪，且属共同犯罪，构成恶势力团伙。

最后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石某某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 40000 元；被告人石某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

罚金 35000 元；被告人江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30000元。责令被告人石某某、石某、江某退赔被害人经济损

失，并继续追缴三人违法所得，予以上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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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租客必须来吃
不吃也得交钱
这家逼人吃饭的食堂
经营者被认定为恶势力团伙

偷菜，曾经风靡一时的游戏，有了现实

版。

在杭州兰里景区，一群热爱田园生活的

市民，租了一块菜地。没想到在炎炎夏日，地

里的南瓜、黄瓜、辣椒⋯⋯相继被偷。

“小偷横行，‘地主’们没有办法解决被偷

的问题。该由谁来负责管理菜地呢？”认领了

地的一位市民很无奈。

田园梦遭遇偷菜贼
杭州一群“地主”很心烦
你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他们吗

私家菜园里
藏着“地主”们的田园梦

昨天上午，钱江晚报记者来到杭州兰里

景区。这里位于杭州的西北角，杭州绕城高

速西线外侧。据公开资料，兰里景区位于杭

州市西湖区三墩镇，总面积 4.5 平方公里，景

区内有绕城村、华联村两个村落及5000多亩

农田。

兰里景区内，窄窄的村道四通八达，路

上人和车都不多，放眼望去是大片大片的

农田，周围还有矮矮的农居，不远处是城市

的高楼。

记者来到市民反映被偷菜的这块地。

地里高高竖着“私家菜园”四个字，矮矮的

篱笆围了一圈，门口布置了一个稻草人，竖

了一块牌子，介绍这私家菜园的认领方法、

服务与收费等。据了解，这里出租的菜地

不止这一块。

接近中午，菜园里不见一人。门用一根

钢丝拴着，解开钢丝，轻轻一推就开了。

进入菜园后，左右两侧都插着花花绿绿

的认领牌子，取名为凌家小圃、品园、潇湘园

等。每块被认领的地都不大，种植品种各不

相同。记者看到最多的，是茄子、零星的小辣

椒、未熟的小番茄。

夏天蔬菜一成熟
就被贼盯上了

据一位认领了菜地的市民介绍，2018

年下半年，兰里景区对外免费开放，某平台

在景区开发了一块菜地，分割成大小不同

的区块，分别按 200 元、500 元、1000 元/年

出租。他做上“地主”后，周末带着老人、小

孩过来打发打发时间，顺便在景区玩玩，还

算惬意。

夏日到来，大家种的果蔬逐渐成熟，却迎

来了偷菜贼。

“地主”们在微信群里议论纷纷——

“我们南瓜也被偷了，连南瓜藤都没了，

想长老一点，吃老南瓜的，不种了，还不够伤

心的。”

“黄瓜也被偷了很多，隔壁朋友奶奶说，

今天早上还看见我家黄瓜很多的，晚上去还

剩下四五根了。”

“天热菜少了，普通的辣椒都不放过了

呀！”

南瓜、黄瓜、辣椒、西瓜、丝瓜、蜜瓜、青

菜、豇豆、四季豆，相继被偷。这让菜农们的

心拔凉拔凉的。

大家开始讨论怎么对付小偷、怎么防止

被偷。

“其他‘地主’偷咋办？‘地主’带来的人偷

咋办？外来人偷咋办？”

“等到期了，地块不涨价就继续租一年，

偷就偷吧，最起码自己吃的肯定比小偷多，看

在地块便宜的份上。当然，如果到期了，地块

还要涨价，那我就早点收手，省得自己多花钱

还每天累死累活。”

一名“地主”对记者说：“看似美好的

项目，被小偷弄得有些难堪了。没有好的

办法，因为‘地主’不能守着，只能说说气

话。”

为防贼
出租方打算装监控

在菜地旁，记者遇见了 70 多岁的高老

伯和李大伯，两人是负责菜园种植的。“有

的人是自己来种，有的人委托我们种；有的

人每天都来，有的人不太来。”高老伯说，他

住的离这里不远，骑车 15 分钟。每天早上

7 点来菜地上班，中午回家吃饭，下午 5 点

下班，“偷菜的人有是有的，偷丝瓜、番茄、玉

米、豇豆⋯⋯”

面对“地主”们的抱怨，租地的平台这样

回应：“偷菜的，我们发现了，会批评教育，也

会联系他们的家人。偷菜，我们会努力打

击。”

平台又想出了一招——“我们计划在私

家菜园安装 24 小时网络摄像头。此项业务

为附加服务。在此，我们向所有私家菜园地

主公开征集意向投票。”

今天，钱江晚报记者联系了该项目的负

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不想对此发表任何意

见。

用安装监控来防盗偷菜，有没有用？你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欢迎大家帮忙来出出主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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