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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高薪”为饵，窃取兼职大学生信息
三名主犯获刑；检察官提醒：要求提供身份证照片、银行卡等的兼职一定要警惕

手握编号“10101”营业执
照的章华妹，是中国第一位个
体工商户。

近日，网上传出章华妹即
将退休的消息，记者前往温州
对她进行了专访。

章华妹告诉记者，虽然她
66岁了，但还会继续做下去，
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就坚持到什
么时候，甚至，在实体业务疲软
的情况下，她准备涉足电商领
域。

中国第一位个体工商户要退休？
章华妹：66岁也可以继续干，准备涉足电商，希望带来转机

编号“10101”的营业执照
章华妹出生于1960年，“我刚

去领了老人免费公交卡，温州是65
周岁（可领）。”

按照年龄来算，章华妹已经步
入“老人”行列，但她仍然干劲十
足，“我现在还没考虑退休，能坚持
到什么时候就坚持到什么时候。
虽然 66岁（虚岁）了，但我感觉自
己还可以做”。

6月 11日，就算是下雨堵车，
章华妹还是在 9点出头就到了自
己的商铺。一旦有服装厂的客户
拿着样衣和面料卡上门，她就在一
排排的柜子中寻找，向客户推荐相
配的纽扣。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章华妹在
摆摊时就卖过纽扣等小商品，“当
时，大家都很羡慕国营企业、集体
企业，国家政策还没有下来，我们
做生意都是偷偷摸摸的，很多人觉
得摆摊不光彩”。

章华妹还记得，当时，温州有
相关的办公室，一旦遇上，摆摊售
卖的小商品都有可能被没收。到
1979年，有工商局的人来宣传，他
们可以去申领营业执照。

“很多人都在犹豫、观望，（个
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对我们到底
是好还是不好？不管怎么样，我们
先去拿了表格，我是比较早递上去
的。”章华妹对记者说。

1980年 12月 11日，章华妹领
到了一张编号为“10101”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有了这张营业执
照，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
了，不用偷偷摸摸的。”

不过，直到2004年，有媒体发
起了“寻找全国第一名个体工商
户”活动，章华妹才知道自己原来
是中国的第一个个体工商户。“也
许是偶然，也许是我比较早送（表
格）进去，也可能是表格反放，我
这张正好在上面，这个（第一）怎
么来的，我自己现在还是不清
楚。”

章华妹坦诚地告诉记者，“中
国第一位个体工商户”的称号对她
的生意很有帮助。在被媒体报道
过后，行业内很多人都知道她的存
在，会来找她做生意。

时至今日，章华妹的商铺内专
门设置了一面高墙进行展示，一进
入商铺，抬头就能看见，这里不仅
有第一张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还有章华妹参加各种活动
留下的照片。

从个体工商户升级到
有限公司

章华妹告诉记者，在她结婚
后，就把生意转交给哥哥做，她转
而为哥哥打工，每个月领固定的工
资。

不过，在生下儿子后，她决定
出来单干。

从 1986 年开始，她先后做过
珠片、皮鞋等品类的生意，但最后
还是选择回归服装辅料。其中，纽
扣是服装辅料中的大类，在章华妹
的商铺里，有上千种不同材质、颜
色、尺寸的纽扣。

“那时候，早上7点多去店里，
客户已经等在外面了，起码要到下
午两点半才能吃中午饭，然后一直
忙到晚上 7点。每天来的时候我
说话有声音，晚上就说不出话了，
我的声音就是那时候为了做生意
倒（嗓）了。”章华妹说。

章华妹的客户主要有两大类：
服装厂和外贸渠道。“因为口碑好，
大家都会介绍客户过来，有的是服

装厂介绍的，有的是业内行家介绍
的。一单几万颗、几十万颗、几百
万颗纽扣的都有，诚信口碑、服务
到家，这是最要紧的。”

而随着生意一步一步做大，章
华妹决定从个体工商户升级为有
限公司。“很多（合作）企业都需要
规范，如果还是工商个体户，那就
解决不了发票之类的难题。”

2007年，章华妹和丈夫共同注
册成立了温州市华妹服装辅料有
限公司（下称“华妹辅料”）。

在采访间隙，有服装厂的工
作人员来挑选纽扣等服装辅料，
他告诉记者，华妹辅料是他们的
主力供应商，已经合作了二十多
年，“她（指章华妹）在服装圈很有
名”。

重新涉足电商，希望
带来新转机

章华妹向记者感慨称，近年
来，她感觉到服装辅料这一行正在
内卷。

“这几年竞争太激烈。产品比
别人好、价格比别人优惠，那么你
能接到单；你要是价格比别人贵、

产品又差，谁跟你合作？没有人跟
你合作的。”章华妹对记者说。

章华妹称，假设一个纽扣的售
价是7分钱，在客户订单大的情况
下，他们愿意走薄利多销的路线，
降价为6分钱/个。“做生意就是灵
活的，量越大，我们越便宜。”

不过，章华妹告诉记者，近几
年，他们虽然也开拓了新客户，但
还是以老客户为主，而且老客户的
订单量在缩小。“我们现在只能保
住员工的薪资福利、坚持做业务，
作为老板，没什么利润。”

在这样的情况下，章华妹决定
重新尝试电商渠道，“这也是一个
机会”。

“大概十年前，我就做过网店，
但没有太关注，放了一堆样品上去
就没怎么更新了，一年时间就接了
一包纽扣的单，那时候我们自己
（实体店）生意也忙不过来，就没空
继续做网店了。”

这一次，章华妹决定让自己的
儿媳妇来做操盘手。“反正是年轻
人，让她试试看，年轻人应该比我
们好，成功概率也比我们大。如果
能成功，是最好、最理想的。”

据红星新闻

“日结高薪”诱人入
局，数百名大学生填表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2023
年夏天，常州多所高校的学生都
从中介那收到一条这样的招聘信
息：“兼职工作，每天2小时，日结
100—200 元。”大三学生小林回
忆，根据中介的指示，他和同学来
到了位于大学城附近的鼎济人才
市场。

工作人员接待他们后，没有任
何面试，直接让他们填了两张采
集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
卡号等个人信息的表格，随后指
导他们注册开通淘宝店铺，并下
载、注册了一些社交平台 App。
前后总共不过两个小时，很快工
作人员就告知小林“今天的兼职
结束了”，痛快地给他结清了工资
200元。

像小林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
据统计，短短 2个月的时间内，就

有数百名大学生在这家人才市场
完成了“信息采集”。其实，这些大
学生的信息正在被暗中交易。
2023年 8月，武进警方接到线索，
对鼎济人才市场展开调查，很快，
一个分工明确的犯罪网络逐渐浮
出水面。

专挑大学生“兼职”，
开设销售假货的网店

记者获悉，2022 年 8月，张某
某创办了鼎济企业服务管理有限
公司，主要经营劳务招聘等人力资
源服务业务。2023年6月，一个安
徽的商家丁某某（已另案处理）找
到他合作：找人注册某电商平台店
铺，然后将注册的店铺以及注册人
的个人信息打包出售给上线秦某，
这些注册的店铺则专门用来销售
假冒商品。

张某某认为，大学生涉世未
深，急于兼职赚快钱，保护个人信
息的意识也较为薄弱，因此在运营

过程中，有意筛选了大学生作为信
息收集对象。自2023年6月起，张
某某伙同刘某等人共同经营鼎济
人才市场。张某某负责招募人员，
刘某等人负责帮兼职人员注册账
户，后将账户信息邮寄给丁某某。
其间，张某某、刘某共计向下线收
购和注册了 594 个淘宝账户发送
给丁某某，获利5.7万余元，由两人
对半分成。

丁某某则将收到的账户信息
倒卖给犯罪嫌疑人秦某，从中获利
5.6万余元。这些信息最终从秦某
的手中又倒卖给不同的上线，用于
开设销售假货的店铺。

斩断信息黑产链，三
主犯获刑

2025 年 3 月 19 日，武进区检
察院依法对张某某、刘某、秦某三
人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张某
某伙同刘某，违反国家规定，向他
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被告人秦某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
其行为均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5月21日，武进区法院对该案
作出判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分别判处张某某、刘某、秦某有期
徒刑三年，部分适用缓刑，并处罚
金。

“这起案件最令人痛心的是，
很多学生直到案发都不明白自己
行为的严重性。”承办检察官进一
步解释，这些学生轻率地出租、出
借个人身份证、银行卡甚至面部
生物信息，以为只是赚点零花钱，
却不知很有可能已实质参与售
假、洗钱、诈骗等犯罪链条。如果
大学生明知他人从事违法犯罪仍
提供个人信息、银行卡等支付结
算帮助，则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检察官
提醒，任何要求提供身份证照片、
银行卡U盾或配合刷脸的兼职都
需警惕，签署文件前务必逐条仔
细阅读，发现个人信息被滥用应
立即报警。

不用面试，填表就可以兼
职，注册店铺后便可获得工资
200元……多名大学生收到信
息后，来到大学城附近的人才
市场，填好姓名、身份证号、手
机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领
取了日结工资。但这些“兼职”
的学生不知道，自己的信息正
在被暗中交易。日前，常州市
武进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张某
某、刘某和秦某三人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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