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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厨白天掌勺 夜晚专盗美容院
称美容院为追求美观不装防盗护栏，一年“光顾”30多家；已被海淀警方刑拘

■“中国大百科诉苹果侵权”追踪

■ 警方提示新京报讯 （记者申志
民 通讯员 吴建中）白天掌
勺烹饪美食，晚上摇身一变
成窃贼——近日，海淀警方
破获一起美容院系列盗窃
案，嫌疑人高某的身份，是
某知名连锁餐饮企业大厨，
一年来已“光顾”了30多家美
容院。

一美容院遭翻窗盗窃

9 月中旬，海淀警方接
到辖区内一美容院报警，

称美容院内发生财物被盗
事件。

接到报案后，民警通过
现场勘查，发现嫌疑人是从
美容院临街的一个窗户翻
窗进入的，由于窗户外没有
护栏，加之窗户是上下滑动
式的塑钢门窗，所以嫌疑人
很容易就将窗户撬开。

在对美容院被盗情况
了解的过程中，民警得知
美容院除了放在接待柜台
抽屉中的 2 千余元现金丢
失外，没有发现其他贵重

物品被盗。
通过调取周边监控录

像和现场遗留的证据，侦查
员锁定了河北来京人员高
某有重大作案嫌疑。虽然
得知高某在餐饮行业打工，
但在大中小餐馆、饭店众多
的偌大京城想要找到一个
厨师，无异于大海捞针。

大厨找到美容院安
全“漏洞”

经缜密侦查，在位于王

府井的一家知名餐厅分店
的厨房中，大厨高某被侦查
员辨认了出来。

高某交代，去年 7 月外
出办事时，他偶然发现不少
美容院都存有“安全漏洞”：

“很多临街的美容院为了不
影响整体装修风格，都没有
为窗户安装防盗护栏，而且
大多数美容院下班后都处
于无人值守的状态”。

通过一次试探性的作案
并成功后，高某感觉这样盗
窃不但来钱容易而且还比去

普通住户家盗窃要安全得
多，自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从去年 7月开始高某工
作时间是头戴白帽的餐厅
大厨，下班后则满街乱窜寻
找可下手的美容院。

截至被抓获时，高某交
代，一年来自己已“光顾”过海
淀、朝阳、丰台、东城、西城、昌
平等城区的 30多家美容院，
窃得赃款共计3万余元。

目前，高某因涉嫌盗窃
已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前日凌晨6时，石景山北辛安市场街一平房坍塌，一名男子被埋。接警后，古城消防中队赶往
现场，发现当事男子被水泥板压在钢丝床上。经十余分钟抢险，该男子成功获救，被救护车送医治
疗。房主称，可能因下雨造成平房坍塌。

新京报记者 展明辉 通讯员 杨占敬 摄影报道

新京报讯 （记者张玉
学）苹 果 在 线 商 店 未 经 授
权 ，就 为 iPad 和 iPhone 用
户提供付费下载《中国大
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有限公司遂起诉
苹果电子产品商贸 (北京)
有 限 公 司 及 苹 果 公 司 侵
权，索赔 53 万余元（9 月 20
日曾报道）。

昨 日 上 午 ，二 中 院 一
审 判 决 ，认 定 苹 果 侵 权 ，
中 国 大 百 科 胜 诉 获 赔 52
万元。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上付费下载平台

中国大百科公司诉称，
苹果在线商店未经授权，就
为 iPad和 iPhone用户提供付
费下载《中国大百科全书》，
严重侵犯了该公司著作权。

庭审中，苹果电子商贸
公司辩称，iTunes 软件只是
苹果公司开发的管理软件，
不提供下载，其真正下载地
址并非来自他们公司。

美国苹果公司代理人

也称，原告并不完全享有对
大百科全书的著作权，该书
的编委会也是著作权人之
一。另外，苹果在线商店的
经营者应为卢森堡公司，而
非苹果公司。

苹果决定分销应担责

法 院 审 理 认 定“APP
STORE”的经营者系被告苹
果公司。被控侵权应用程序

《中国百科全书》（简繁）的全
部内容与原告涉案作品的部

分内容相同，且未经原告许
可，应为侵害原告信息网络
传播权的侵权应用程序，应
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即使根据涉案应用程序
的署名，认定该应用程序为
第三方开发商所开发，但鉴
于苹果公司参与了涉案应用
程序的开发过程，对第三方
开发商开发完成的涉案应用
程序，进行了挑选并独自决
定了其在“APP STORE”上
的分销，苹果公司也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王府井百货
售假紫砂壶被判赔

中国大百科一审胜诉获赔52万
苹果在线商店为iPad和iPhone用户提供付费下载《中国大百科全书》

房屋坍塌
徒手救援

食品信息将即时播报
电子公示系统在78家大中型商场超市启用

昨日，警方针对各类门
店作出安全提示：不能因为
装修美观等原因忽视基本
安全防范，门店在打烊时应
反复检查防盗门窗是否关
好；贵重物品和现金不要放
在店铺，营业收入应当天存
入银行，尽量不要放在银箱
里过夜，下班时能够带走的
贵重财物尽量带走；另外最
好安排专人值班或安装报
警装置。

新京报讯 （记者张玉学）
刘先生花费近 32 万元，从北
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买了一把壶盖落款为

“道洪”的紫砂壶，后被作者何
道洪鉴定为仿造品，刘某认为
百货公司存在欺诈行为，遂起
诉至法院要求双倍赔偿。

昨日记者获悉，该案终审
刘某胜诉，获赔近64万余元。

刘先生称，2011 年初，
他从王府井百货公司买了一
把紫砂壶，壶盖上的落款为

“道洪”，售价近32万元。
刘先生称，售货员告诉他

该壶是江苏宜兴何道洪（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所做的一把获
奖作品，名为“神竹壶”。并且
在购物小票和发票上，均写明
商品名称为“何道洪紫砂
壶”。而刘先生找何道洪补
办证书时，才知道此壶并非
何道洪作品。刘先生认为，
被告卖假货的行为已构成欺

诈，起诉要求被告退货退款，
并赔偿紫砂壶价款一倍的赔
偿金及相关损失。

一审庭审中，王府井百
货公司辩称，刘先生在购壶
时通过拍照等取证，随后又
找人鉴定，其是“知假买假”。

“紫砂壶属于特殊商品，
已经脱离了普通日常消费品
的使用价值。”王府井百货公
司代理人说，“原告不是为了
生活消费，不具有《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所规定的诉讼主
体资格，赔偿范围也应以原
告的实际损失为基础，不应
对其双倍赔偿。”故王府井百
货公司只同意退货，并赔偿
原告的其他合理费用。

法院经何道洪本人核
实，涉案紫砂壶不是其作
品，是仿造的其早期作品。

法院终审判令，王府井
百货公司双倍赔偿刘先生共
近64万元。

新京报讯 （记者廖爱玲）
不合格食品公示、食品安全
新闻、食品选购小常识，这
些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
市民将可通过商场超市的电
子信息屏幕了解实时信息。

昨天，北京工商部门推
出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电
子信息公示系统”开始在当
代商城等 78 家大中型商场、
超市亮相启用，将即时播报
不合格食品安全信息。

昨天，首批“流通环节食
品安全电子信息公示系统”
出现在海淀当代商城的地下
超市入口处，一块电子屏幕
上正通过文字、漫画、视频等
多种形式，对食品安全法规、
公告、不合格食品下架信息、
食品安全常识知识等内容，
告知给现场的消费者。

海淀工商分局负责人介
绍，以往食品安全信息都要
靠口头告知、手工粘贴的操

作方式，不但浪费资源，而
且也不及时，改由互联网系
统发布更新，内容更直观，
全天实时不间断地滚动播
放，消费者可以多渠道、多
角度地了解食品安全信息，
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据介绍，这种“流通环节
食品安全信息电子公示系
统”要先在 66 家大型商超及
12 家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
推广使用，消费者到超市、
商场等购物时，在门口留心
瞧一会儿电子屏幕就能获得
实时更新的食品安全信息。

市工商局副局长张风平
表示，系统还向社会反馈真
实的食品安全情况，及时辟
除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谣
言，首批在 78 家大中型商
场超市市场启用后，下一
步还将逐步扩大范围，分阶
段在全市食品经营者范围内
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