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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黄晓蓉
通讯员 王金国） 食品安
全关乎每个人的健康，然
而，仍有不法商家为了提升
食品口感，不惜违法添加非
食用物质。近日，石狮市宝
盖镇两家餐饮店因在食品
中非法添加硼砂，被市场监
管部门依法查处并移送公
安机关。

不久前，宝盖镇市场监

管所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中，发现辖区内某小吃店的
馄饨馅和水饺检测结果不
合格，抽检物中均检出“硼
酸”。面对检测报告，当事
人承认在食品制作过程中
添加了非食用物质硼砂，其
行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犯罪。目前，该案
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无独有偶，宝盖镇另一

家餐饮店制作的肉羹也被
检测出非法添加硼砂。执
法人员对该店的成品和半
成品进行抽检，检测结果不
合格（所有抽检物均含有

“硼酸”）。当事人承认，为
提升口感，在肉羹制作中添
加了少量硼砂。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
关规定，当事人同样因涉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
据石狮市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介绍，硼砂是一种含
硼矿物及化合物，常用于工
业领域，严禁用于食品制
作。长期过量摄入硼砂，会
对人体生殖、发育和内分泌
系统造成影响；短时间内大
剂量摄入，则可能导致急性
中毒，出现头晕、头痛、呕吐、
腹泻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

危及生命——成人摄入15克
硼砂即可致死。依据2008年
原卫生部公布的《食品中可
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
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
单（第一批）》，“硼砂/硼酸”被
明确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
大经营者，务必严格遵守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得
在食品中非法添加任何非

食品物质，否则将承担严
重的法律后果。同时，消
费者在购买食品时应选择
正规渠道，仔细查看食品标
签和检验报告，确保所购食
品符合安全标准。对于现
场制售的食品，若食用后出
现胃肠道不适、腹泻、呕吐
等症状，应立即就医，保留
相关证据，并及时向市场监
管等部门举报。

馄饨水饺加硼砂 两家餐饮店被查
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相关当事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

运营“跨境网店”
宝妈被骗8万

直播间唱首歌 怎么就侵权了？
歌曲未获授权，主播被判赔；法官提醒，直播间“点歌”风险大，

演唱要获得授权许可

直播演唱歌曲，务必
注 意 是 否 获 得 授 权 许
可。甲某在直播间未经
授权擅自演唱他人享有

著作权的歌曲，属于以有
线及无线的方式向公众
公开传播他人音乐作品，
侵犯了音乐作品著作权

人的广播权。
直播结束后，甲某将

直播视频保存在平台上，
使得平台用户可以在直

播结束之后不受限制地
回看未经授权的音乐作
品，侵犯了音乐作品著作
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通讯员 白炯昕） 近来，网
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有市民
掉入“跨境网店运营”诈骗陷
阱，最终被骗造成损失。近
期，包括我市在内的各地群众
都遇到过类似的骗局。6月5
日，泉州市反诈骗中心就此发
布提醒，希望全职宝妈、寻找
兼职的上班族警惕。

5 月 31 日，全职妈妈刘
女士在短视频直播看到有人
推荐“跨境运营网店”课程，
便下单报名，对方私信给刘
女士让其下“GJDS”APP 的
链接，表示根据平台“客服”
教学很快就能收到回款，同
时还大方展示了公司营业执
照。刘女士也很严谨地做了
背调，发现该公司真实存在，
加之平台是建立在正规的短
视频平台上，便降低了警惕，
按对方要求绑定了银行卡开
始运营起网店。

之后，没什么经验的刘
女士被“客服”忽悠购买黄
金、购物卡、线下交付现金维
持着网店运营。然而，当她
投入更多资金承接大额订单
后，却迟迟未收到回款，联系

“客服”得到了“系统故障”
“资金冻结”的回复，还恐吓
刘女士，不交钱修复，之前投
入的资金都无法拿回。刘女
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可
此时已损失8万余元。

记者了解到，各地警方及
反诈骗中心发布不少针对此
类骗局的预警和提醒。泉州
市反诈骗中心民警介绍，此类
骗局呈现“三真三假”特征：真
公司假资质、真返利假数据、
真链接假平台。诈骗团伙专
门收购空壳公司营业执照，
甚至伪造跨境支付牌照编
号。前期，骗子甚至会以小
额回款博取受害人信任，后期
以“系统故障”“资金冻结”为
由要求追加资金。另外，骗子
通过恐吓手段迫使受害者持
续转账，如威胁“不交钱前期
投入将无法收回”。

民警提醒，警惕“保姆式
教学”“高回报”承诺，正规跨
境平台不会要求线下现金交
易验证，支付牌照可登录国
家外汇管理部门官网查询。
同时，切勿通过非官方渠道
下载 APP，转账前务必通过
官方渠道核实对方身份。

N海都记者 陈丹萍
通讯员 陈宇鹏

近年来，网络的快速发展
催生了短视频、直播、带货等
蓬勃发展的新业态。日前，南
安审理了一起在直播中未经
著作权人许可演唱版权歌曲
的侵权案件。

甲某是一名网络主
播，依靠在直播间表演歌
舞吸引了不少流量与关
注。某次直播中，甲某应
某位观众“打赏”要求，演
唱了近期热门歌曲《鸳鸯

戏》，并将直播录像保存
在平台上。

近日，甲某被《鸳鸯
戏》的著作权人起诉至
南安法院。甲某此时才
得知平台并未取得歌曲

著作权人的许可，其演
唱 歌 曲 的 行 为 属 于 侵
权。

南安法院立案后，积
极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
针对甲某的侵权行为主

动释法说理。甲某在充
分理解自己的行为侵权
后主动删除了含有侵权
歌曲演唱片段的直播录
像，并赔偿了著作权人的
侵权损失。

【案件回顾】主播演唱版权歌曲被诉

【法官说法】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构成侵权

这首歌没有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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