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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没有看那部让人心动的短剧《我的阿勒泰》？这部
剧虽然已经收官，但话题热度依旧不减。剧中讲述的诗和远
方圈粉了无数年轻人，而其中满满的法律知识点，也给这部剧
增加了烟火气。5月16日，现代快报记者请教了律师，对剧中
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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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秀因打坏客人物
品，被酒店辞退并拒付工资

在《我的阿勒泰》中，李文秀热
爱文学写作，却被同事嘲笑为自视
清高，因同事使坏她不小心在客人
面前打碎了酒杯，被酒店辞退的同
时还惨遭老板恶意拒付工资。老板
的操作符合法律规定吗？

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衡晓
春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部发布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因
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
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
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
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
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
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
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

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
支付。”依照该规定，酒店可以在李
文秀工资中扣除需赔付的费用。

李文秀的工作失职，是否达到
被辞退的程度？衡晓春分析，用工
单位享有用工自主权，但单方解雇
必须符合法定情形、履行法定程
序。“例如，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
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
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酒
店若是依照规章制度执行，虽有权
解除用工关系，但仍需支付劳动者
工资，拒付工资的行为侵犯了劳动
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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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亮“好心”帮李文
秀要回遣散费，却私吞大半

在搞砸了餐馆的重要接待之
后，李文秀不得不收拾行李，不远千

里地回到阿勒泰投奔自己的母亲。
在临走之前，高晓亮主动“好心”帮
助李文秀找老板要遣散费。一共
300 元的遣散费，高晓亮却私吞了
200 元。这一行为，也让李文秀看
清了高晓亮的真面目。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碰到
这种情况，大多是道德上进行谴责，
实际这样的行为涉嫌违法。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将代
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巨大，拒不归还的，处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衡晓春分析，剧中200元遣散费的
数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拒
不退还或拒不交出，也不构成犯
罪。若是报警，应该会按照民事纠
纷处理。但若是涉及金额较大，很
可能构成侵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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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破坏草场的草皮，
挖虫草获利

整部电视剧在新疆阿勒泰取
景，皑皑的白雪、清澈的山泉、连绵
的花海，阿勒泰的美丽景色让人心
旷神怡。不过剧中却有这样一个情
节，护边员朝戈在草原巡视时发现，
有人破坏草场地皮采挖虫草，用新
疆虫草冒充冬虫夏草在市面营销牟
取暴利，而这一切正是高晓亮所为。

冬虫夏草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而新疆虫草虽与冬虫夏
草外观相似，但功效与价值存在差
距，市场上有些商家会以新疆虫草
冒充冬虫夏草进行出售，欺骗消费
者。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

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中规定：“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
理法规，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占用
草原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草原大量
毁坏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
的规定，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
处罚。”衡晓春认为，在剧中，高晓亮
大面积破坏草场地皮采挖虫草，若
是情节严重，很可能被处以非法占
用农用地罪。

那么，若是私自采挖冬虫夏草，
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违反国家
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
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
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
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
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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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有诗和远方
《我的阿勒泰》里还有不少法律知识点

江苏首起，3.2亿元影视投资诈骗案告破
无法兑现的高额回报

2021年 8月的一天，重庆的文
女士向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学
府路派出所报警称，自己遭遇了

“杀猪盘”，投资的24.5万元血本无
归。

原来，文女士在2020年3月添
加了一名微信好友，对方自称来自
宁波，开汽车配件公司，两人相聊
甚欢，文女士一度觉得对方是自己
的“蓝颜知己”，相见恨晚。

同年5月，在对方的强力推荐
下，文女士购买了由镇江某影业公
司 出 品 的 电 影《开 国 将 帅 授 勋
1955》0.07%的份额，根据签署的协
议约定，一年后电影上映，文女士
可获得相应的分红。

然而，收益并没有如约而至。
反之，在文女士的不断追问下，这
名“蓝颜知己”人间蒸发了……

相似的经历，退休在家的彭女
士也遭遇了。2020年8月，彭女士
加入了一个“炒股群”，跟着群里的

“李老师”，她学到了不少炒股的妙
计。同年9月，“李老师”添加彭女
士为好友，并将其拉入了一个小
群，推荐了投资电影《开国将帅授
勋1955》。

彭女士对“李老师”的建议深信
不疑，当下投入了 28 万元。没两
天，一份《认购合同》就寄了过来，
合同上载明了项目内容及预计电
影上映时间为2020年底或2021年
初。其中特意注明：若因甲方原因
导致影片未获得许可证或2年内不

上映，承诺按乙方认购金额的10%
计算收益并回购。

但直到2021年中，约定好的收
益并没有得到。

真实的电影出品人
文女士、彭女士的上当受骗经

历只是这场骗局中的冰山一角。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京口公安
分局陆续接到全国数百名被害人
报案。报案人所述的情况大同小
异，矛头直指镇江某电影公司及其
旗下子公司。

这么多受害人、涉案金额如此
巨大，决不能任由犯罪分子逍遥法
外！2022年底，京口公安分局迅速
组建专案组，由经侦大队会同刑警
大队、学府路派出所展开全面调查。

侦查人员对该公司及其旗下多
个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以
及相关银行账目进行了深度研
判。发现《开国将帅授勋1955》这
部电影于2019年备案立项，第一出
品方为上海某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主演为某知名影星。涉事的镇江
某电影公司则为该电影的联合出
品人之一。

“电影真实存在，合同的一方也
确实有版权，那么到底是经济纠纷
还是合同诈骗？初步研判下来我
们觉得这里面不简单。”该案的主
办民警、京口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副
大队长陈宇说。

最先进入警方视线的是周某。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周某以4300万
元的价格购买了电影30%的版权，

电影上映后周某可以按照比例获
取票房分红。但根据前期报案以
及初步核查情况，周某出售的电影
收益权远超 30%，甚至达到 80%！

“很明显，这就是超额出售。”经侦
大队大队长许驰中表示。

而周某用于支付电影投资款项
的凭证显示，前期其只支付了300
万元，剩余 4000 万元资金均为
2020 年至 2021 年案发期间转入，
警方确认该笔资金均为被害人投
资款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是合同
诈骗。”陈宇说，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个由周某、吴某、姚某等人为核
心成员的犯罪团伙渐渐浮出水面。

该团伙职责分工明确，由周某
出面向电影出品方购买电影版权，
取得电影版权后大幅度虚增电影制
作成本，“令我们感到夸张的是，电
影实际制作成本为1.4亿元，而周某
对外宣称是3.5亿元，没有任何客观
依据。”陈宇介绍，吴某、姚某则为居
间商，以高额返佣招募代理商，代理
商在对外宣传时除夸大电影收益以
外，还会采用股票群聊、直播间荐股
等手段吸引被害人投资，待时机成
熟后以转让电影版权及收益权的名
义，向被害人进行融资。

一张返佣单揪出百余
个代理团伙

在基本掌握该犯罪团伙的脉络
后，镇江警方对该系列涉嫌合同诈
骗案立案侦查，并陆续将主要犯罪

嫌疑人抓捕。
主要嫌疑人落网，接下来，就是

突破审查。不想，新的难题出现
了。主犯们均未与电影投资被害
人有所联系，且由于受害者众多，
与他们联系的微信、电话均未实名
制，如何才能厘清他们之间的关联
呢？“我们对这个团伙成员开展了
集中审讯攻坚，通过周某与代理商
之间的关系梳理打开缺口、实现突
破。”陈宇介绍。

原来，除了电影《开国将帅授勋
1955》之外，周某在尝到甜头后，还
投资了电影《杨戬》。吴某是《开国
将帅授勋1955》的居间介绍商，姚
某则是《杨戬》的居间介绍商。

在骗取受害人的钱款后，他们
以 50%—60%的高额返佣奖励招
募来的代理商，周某自己拿30%—
40%，其余部分则由吴某、姚某分
得。而所有的佣金都由徐某公司
发放。

如果找到佣金发放表，那么一
切难题就能迎刃而解。经过连日
攻坚，专案组终于在一台废弃电脑
里获得两部电影的完整返佣表。

以此表作为拓展要素，专案组
对代理团伙用于接收返佣的账户
进行发散分析，成功拓展出代理团
伙100余个。

2023年 5—10月，专案组陆续
在上海、安徽、贵州、江西等地对上
述团伙展开集中收网行动，截至目
前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 40人，29
人移送起诉，冻结、扣押涉案资金
500万余元。

“我投资二十多万元认购
了某电影0.07%的份额，可一
年多下来了，非但没有任何获
利，还不给退款，我怀疑这是
诈骗！”

“我在群里跟着老师做股
票投资，认购了2份额的电影
股票，每份14万元，共投资28
万元，可都3年了，非但没拿到
一分钱，老师也消失不见了。”

2年间，全国各地 700 多
人均因购买所谓的电影收益
权相继被骗，少则两三万元，
多则上百万元，涉案金额超
3.2 亿元。而深挖下去，令办
案民警感叹的是，这些打着投
资“幌子”的都是一部部真实
备案的电影，甚至还有大腕明
星的加盟，犯罪分子也是该电
影真实的出品人之一。如此
隐蔽的诈骗究竟是如何得手
的？近日，江苏省镇江市公安
局侦办的一起部督影视投资
合同诈骗案，揭示了背后的真
相，这也是江苏首起影视投资
合同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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