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网络购物中，消费者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甚至是遭遇“陷阱”——

“买买买”如何避免“踩坑”

笔者近日从省公安厅获悉，今年

以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我省警方

深入推进“净网2023”和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行动，聚焦“网络黑客”乱象，全力

开展打击僵尸网络及DDOS攻击、勒索

病毒及其链条、针对民生领域黑客攻击

“三大行动”，严打整治黑客攻击犯罪

生态，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截至目前，全省共侦办黑

客攻击违法犯罪案件39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149名。近日，我省警方公布了

打击黑客攻击违法犯罪5起典型案例。

六安警方破获姚某等人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案。六安网安部门工

作查明，犯罪嫌疑人姚某利用境外通

联软件勾联他人，共同搭建自动化攻

击平台，专门对外提供DDOS攻击

服务，涉案资金48万余元。六安警

方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斩断一

条DDOS攻击黑灰产链条。

合肥警方破获杨某破坏计算机

信息系统案。合肥公安网安部门工作

查明，犯罪嫌疑人杨某为泄私愤远程

侵入并破坏卫生部门指挥调度系统，

造成多家医院救护车无法传输位置信

息，严重影响正常医疗秩序。合肥警

方已将犯罪嫌疑人杨某成功抓获。

蚌埠警方破获某物联网科技公

司计算机信息系统被破坏案。蚌埠

公安网安部门工作查明，犯罪嫌疑人

张某辉等人利用企业网络安全漏洞，

使用黑客手段，非法入侵企业服务

器，以创建虚假交易订单的方式盗取

企业资金。蚌埠警方先后抓获犯罪

嫌疑人8名，追回涉案资金100余万

元，有效挽回了企业损失。

马鞍山警方破获李某等人提供

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案。马鞍

山公安网安部门工作查明，犯罪嫌疑

人李某制作开发黑客软件，利用该软

件伙同他人帮助色情和赌博网站提

供网站建设和搜索引擎优化服务，非

法牟利200余万元。马鞍山警方先

后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摧毁一个为

境外黄赌网站推广引流团伙。

安庆警方破获黄某等人非法获

取计算机系统数据案。安庆公安网

安部门工作查明，犯罪嫌疑人黄某等

人在境外平台购买私人账号密码等

公民个人信息，利用黑客手段获取受

害人虚拟货币钱包地址私钥，非法转

移钱包内虚拟货币，非法获利40余

万元。安庆警方先后抓获犯罪嫌疑

人4名，查获大量公民信息。

下一步，我省警方将根据公安部

“净网2023”和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

动统一部署，持续高压严打黑客攻击

违法犯罪活动，全面治理网络乱象，

不断净化网络生态，以强有力的实际

行动维护网络和数据安全。（李斐）

严打“网络黑客”
我省公布5起典型案例

时评法治

8月23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起“破冰行动”，联手中国商业企业管

理协会倡议：饮品加冰需以尊重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炎炎夏日，

酷暑难当，各类饮品成为不少人不可或缺的“刚需”。饮料中加冰块，

既可以提升饮品的口感度，增添新鲜度，更加清凉爽快，也能间接帮助

饮品经营商节约成本，提高盈利能力，正因为如此，国内不少品牌饮料

店，都在不约而同地快速发展此项业务。

然而，由于目前对冰量缺乏统一标准，商家基本是“各吹各的号，各唱

各的调”，即使同一品牌不同店铺对于正常冰的标准也不统一，导致饮料过

度加冰现象屡屡出现，从而引发了消费者的强烈不满。今年3月份，短短

半个月内，某咖啡就曾两次因“冰太多”上热搜，被消费者吐槽咖啡3口喝

完剩下全是冰。更令消费者费解和疑惑的是，面对“少冰”“去冰”的制作请

求，商家多以“影响口感”“固定配方”作为回绝消费者的借口。饮品配方固

然有“独家秘方”，但“一杯饮品2/3杯都是冰”的咄咄怪象，明眼的人一看

便知，大量加冰只不过人为削减制作成本赚钱赢利的“鬼把戏”。

颇具欣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联手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发

起“破冰行动”，倡议饮品加冰需以尊重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并强

调商家要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可谓直击

问题要害。

让商家加冰“有度”，给消费者带来美好“凉意”，真正实现“破冰行

动”。仅靠两协会的倡议还远远不够，更需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商家，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力避饮品

加冰后沦为“水货”。同时，有关职能部门应联手行业协会，对饮品加冰含

量，制定相关标准，划定一个可具操作性

的“加冰红线”，并制定相应的罚则，才能

真正实现商家加冰“有度”。 （吴睿鸫）

“破冰行动”让商家加冰有度

【案情】张某应聘至某清洁公司，在合同期间被安排在某单位从事
保洁工作，但某清洁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后来，甲县劳动社
会保障中心通知某清洁公司补缴包括张某在内的10余名保洁员在一
段时间内断档未缴的社保费及滞纳金。

某清洁公司在员工微信群里发消息称，自己可以买。于是，张某
拿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含滞纳金）通知单》，补缴了社保
费。之后，张某要求某清洁公司返还其补缴的社保费，双方协商未
果。张某与其他10余名保洁员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自行
缴纳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的，依法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范
围。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务派遣合同法律关系不改变用人单位的法定
义务，某清洁公司系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为张某承担社保费，判决某清
洁公司返还张某垫付的社保费及滞纳金共计5万余元。

【说法】根据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为劳动者及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法院认为，劳务派遣单位作为劳动者的用人单位，无论用工单位

是否按照约定及时、足额支付社保费，都应当依法及时为劳动者向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费。用人单位因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务派

遣协议约定不明导致某一时间段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用人单位

不能以此为由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审理法官表示，本案不属于一般的社会保险纠纷，张某虽然以劳

动争议案由起诉，但法院根据查明的法律关系，按照不当得利纠纷予

以审理，没有要求张某另行提起诉讼，有效减

轻了当事人的诉累。法院依法判决某清洁公

司返还张某垫付的社保费用，兼顾事理、法理

与情理，妥善化解了矛盾纠纷。 （亓玉昆）

员工垫付社保费 用人单位应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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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宿州市埇桥区顺河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向过往村民进行法律宣传。为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近期，

顺河镇组织司法、公安等部门开展了“法润乡村”普法宣传活动，法律工作者深入村庄、广场、街头等，向农村居

民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

规，让农村居民指导如何依法办事、依法维权。 祝家刚 摄

现如今网络购物逐渐成为人们最方便快

捷的购物方式，但因网络的虚拟性、信息不对

称，使得网购产品鱼龙混杂，经常是看图“卖

家秀”，到手“买家秀”；等到维权的时候，又需

要与商家和网购平台等多方沟通，网络维权

好心累。如何才能在网购中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呢？法官结合相关案例说说网购时遇到纠

纷该如何维权。

“货不对板”构成欺诈，三倍赔偿

消费者吴某在赖某经营的淘宝店铺购买

了一部256GB的黑色iPhone XsMax手机，

售价为3308元。赖某通过客服对话承诺手

机为全新正品库存机，并未拆修过。吴某收

到手机后，该手机显示内存为256GB，但通过

向苹果官方客服查询，该手机实际内存为

64GB，颜色为深空灰，相关信息与订单描述

并不相符。因与赖某协商赔偿事宜未果，吴

某向凤阳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交易中赖某明确

表示案涉手机为全新正品未拆修机。当吴某

将案涉手机的序列号推送给赖某并询问该手

机是否修改过时，其仍表示该手机未改过。

经核实，该手机官方检测实际内存与订购时

不符。而序列号能够唯一标识一台手机设

备，故在序列号一致的情况下，手机的实际配

置与订单实际描述不符。据此，可以认定赖

某已经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

关规定，赖某应当赔偿吴某购买手机价款三

倍的损失。法院遂判令赖某退还吴某货款

3308元，吴某将手机退还给赖某；同时，赖某

赔偿吴某9924元。

法官说案：“退一赔三”这一原则，适用于
卖家有欺诈行为时。那么，什么是欺诈行为
呢？即卖家故意告知买家虚假信息，或故意
隐瞒真实情况，诱导买家作出错误的决定，在

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购买商品。
“退一赔三”原则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
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
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电池爆炸引发损害，依法维权

消费者刘女士从网上购买了一款手机锂

电池，在一次充电过程中，电池鼓包爆炸，不

但手机被炸坏，还造成了家里的家具等设施

受到损坏。刘女士将情况反馈给店家并提出

索赔，但双方沟通不畅，无法维权。在多方投

诉未果之后，刘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店

家赔偿损失10000元并赔礼道歉。

法官接手案件后，立即联系店家，确定开

庭时间，征求双方意见后，决定在互联网上开

庭并对双方进行诉讼及开庭指导。庭审结束

后，法官积极开展调解工作，仅用半个小时就让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店家当庭向刘女士表达

歉意，并在签署调解协议后履行了赔偿义务。

法官说案：这起案件涉及产品责任问
题。该案中，手机锂电池爆炸造成刘女士财
物损失。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因产品存在
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
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
请求赔偿。因此，刘女士既可以向手机锂电
池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手机锂电池
的网络经销商请求赔偿。同时，产品缺陷由
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
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
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彭婧 高宣 李晓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