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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内招酒”“中央军委
办公厅内招酒”“海、陆、空军部
队特供酒”“中央警卫局接待用
酒”……成本价 10 元一斤的基
酒，酒瓶印上“特供”之类的字
样，一瓶可以卖到上千元。

近日，重庆武隆警方侦破一
起特大制售假酒案，抓获涉案人
员53名，摧毁一个辐射全国的“特
供”假酒包装、生产、批发销售网
络，揭开“特供”假酒黑产内幕。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相关规
定，目前市场流通的“特供”“内
供”“专供”酒均系非法产品。

成本几十元
卖价千元

2021年5月，重庆市武隆区
公安局接到一条线索：武隆区某
烟酒门店老板廖某，进货了 14
件假冒某知名品牌白酒。这批酒
每瓶进货价 600元左右，廖某以
每瓶900元至1600元价格卖出。

武隆警方侦查发现，廖某的
假酒是从外地陈某处购入。通过
陈某，警方进一步深挖上游制假
售假犯罪链条。

陈某及其同伙曹某等人交
代，他们销售的假酒，来自贵州
省仁怀市以陈某、黄某、许某为
首的制假窝点。该窝点为其订单

式生产多种假酒。
专案组民警发现，在陈某销

售的多种假酒中，带有“特供”
“内供”“专供”等字样的假酒销
量较好。这些“特供”假酒以普通
基酒灌装，酒的成本价一斤仅
10元左右，加上酒瓶和包装盒，
成本也不过四五十元。

警方发现，涉案“特供”假酒
不仅在包装上非法印制了与知
名品牌白酒相同的注册商标，涉
嫌商标侵权犯罪；更为恶劣的
是，包装上还醒目使用了党政军
机关“特供”“内供”“专供”等标
识字样，严重损害中央和国家机
关、人民军队声誉形象。

“内供”“专供”酒
均系非法产品

该案中，陈某交代，他在一
次与白酒从业人员的交流中获
悉，各类“特供”假酒“故事性”
强，市场接受度较高，他的公司
便转型卖起了“特供”假酒。陈
某、曹某等人先后在多地成立
网销公司和烟酒门店，并就近
设立假酒库房，派出团伙骨干
分赴各地负责牵头经营。

他们的目标客户多为“社交
需求高”的“中年”“男性”“中小
企业主”，销售人员则多为 35岁
以下、具有网销经验的青年。销

售人员批量购买电话卡、注册微
信号，将微信头像设置为年轻女
性，时不时发送女性语音消息，
在朋友圈发布生活类信息，来吸
引目标客户。

同时，他们注意把控销售节
奏，不急于频繁点对点推介酒品
广告，而是在朋友圈多发、在私
聊中间隔发。

据某知名品牌白酒企业工
作人员介绍，自 2012 年中央出
台八项规定后，酒企已停止特供
类白酒的生产。2013年 3月，国
管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
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

“专供”等标识的通知》，严禁中
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及所属行
政事业单位使用、自行或授权制

售冠以“特供”“专供”等标识的
物品。2013年11月，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通知，要
求酒类企业不准生产标注有“特
供”“专供”“专用”“特制”“特需”
等字样的白酒。

2020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
组织开展清理整治网络销售和
宣传“特供”“专供”标识商品专
项行动。2022年，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公安部等六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
等商品的通告》。

“特供”假酒
为何屡禁不绝？

警方介绍，“特供”假酒在一

些圈层很受欢迎。有消费者出于
收藏、送礼等目的，愿意花高价
购买此类酒品。

“特供”假酒案件近年来并
不鲜见。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3月，北京警方持续开展打击制
售假酒专项行动，先后破获各类
假酒案件25起，查获假酒4万余
瓶、包材 40余万件，其中就包括
大量“特供”酒。

办案民警表示，经过近年来
持续打击整治，“特供”假酒泛滥
势头已得到一定遏制，但仍有死
灰复燃风险。为逃避监管，一些

“特供”假酒已转入“地下”隐蔽
销售。

受访民警和市场监管部门
执法人员等建议，进一步加强制
假源头管控。如针对“特供”假酒
包材集中流通区域，相关部门综
合施策、协同发力，有效管制包
材违法犯罪行为，并加大对物流
寄递等环节查处力度，彻底根治
制假犯罪源头。

办案民警表示，“特供”假酒
来路不明，往往由小作坊用散装
酒灌装，存在质量安全风险，消
费者买酒务必从正规渠道购买
品牌商品。如发现有人销售“特
供”酒，消费者可及时向市场监
管等相关部门举报。

据新华社

标价上千元，成本仅几十元

“特供”假酒为何屡禁不绝

春节将至，五湖四海的人
们用各种方式回家。近日，安徽
六安市的王先生开小型固定翼
飞机带7岁女儿回老家过年，视
频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王先
生告诉记者，他是飞行教员，此
前已多年开飞机回家过年，飞
行会比开车快两个多小时。

1 月 30 日，王先生在安徽
六安市开小型固定翼飞机，准
备带女儿回安徽利辛县老家过
年。飞机为两人座，行李则放在
机舱后方。他将飞行视频发布
到社交平台后，网友纷纷表示
羡慕：“我童年的梦想就是自己
驾驶直升机回农村。”“飞机开
回去就不会堵车了。”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从事
的就是飞行教员职业，做飞行

执照培训，所以经常开飞机出
行，往年也会开飞机回老家。这
次回老家的飞行时长在50分钟
左右，开车的话得 3个小时，相
对来说飞行比较省时间。老家
附近就有一个飞行营地，可以
在那里降落，村里人一开始也
觉得新奇，但久而久之都习以
为常。

王先生介绍，驾驶小型飞
机需要提前报备，“飞行前要向
民航局等主管部门报备起飞时
间等，确认航线没有冲突，基本
就可以起飞。因为六安到利辛
是一条固定的航线，所以提前
几个小时报备就行”。

也有一些网友关注带小朋
友飞行会不会不安全？对此王
先生表示，因为职业原因，从女

儿幼儿园开始，他就经常带女
儿一起飞行，她也飞习惯了。这
一次的飞行比较平稳，小朋友
还在飞行途中睡了一觉。“在法
律法规上有规定17岁以上才能
考取飞行执照，但飞行体验是
不限制年龄的，所以小朋友是
可以乘坐小型飞机的，只要她
的身体情况允许就行。”他说。

王先生的妻子鲍女士也对
记者表示，丈夫本身就是做飞
行教员的，执照齐全，此前的飞
行时长也比较长，在安全这块
能够保障。同时女儿的身体素
质也比较好，乘坐直升机和固
定翼飞机都不会晕机，而且也
很愿意去体验飞行，所以她是
比较放心的。

据极目新闻

一男子开小飞机
带女儿回家过年
比开车快2小时，女儿还在空中睡了一觉

据报道，2月1日，安徽小伙
金佳在山东省烟台市收获了来
自其所在企业的奖励：宝马车。

当天，与金佳共同获得汽
车奖励的员工共有 40人，他们
均来自山东一家民营企业。记
者从该企业相关负责人处了解
到，截至目前，他们已连续16年
通过奖励轿车的方式激励为企
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员工，
涉及基层管理、一线作业等各
个岗位，让奋斗者有所回报。此
次奖励的车辆有宝马 i3、2023
款全新宝马X1和小鹏G6三款
车，总价值超1000万元。

金佳是安徽人，2016 年来
到山东烟台求职，进入该公司
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山东既有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充满了
活力。我来到这里后找到了一
种独特的归属感，让我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我发现只要努力
奋斗终归会有所收获。”金佳决

定留在山东烟台，并安家落户。
在他看来，真诚、奋斗、公平、简
单的环境正是年轻人所向往和
渴望的发展环境，“不需要考虑
其他，只需要努力奋斗就可以，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据悉，金佳所在的公司，
2008年开始设立“金钥匙奖”。
16 年间，共有 524 名优秀员工
获得轿车激励，总金额超 8300
万元，获奖员工来自研发、销
售、售后、采购、财务、生产、行
政、人资、工程施工等诸多岗
位。

为什么奖宝马车？该公司
创始人曾在2016年提出：“不远
的将来，我们的轿车奖将会是
奔驰宝马。”2019年起，公司开
始选择宝马车重奖“金钥匙奖”
员工。截至2023年，该公司已连
续 5 年奖励宝马车，累计奖出
177辆。

据极目新闻

这家单位的年终奖不一般

优秀员工
每人一辆宝马车

公司奖励员工的宝马车公司奖励员工的宝马车

77岁女儿轻松进入驾驶舱岁女儿轻松进入驾驶舱 王先生驾驶飞机带着女儿王先生驾驶飞机带着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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