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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男子撞人身亡后逃逸
民警通过高速路监控找到肇事者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记者
王颜 通讯员 李明峰) 东平县
一男子吃完饭后外出散步，没想到
却被一辆外地车撞倒身亡，肇事司
机逃逸。民警通过调取高速路上的
监控录像锁定嫌疑人，并规劝其投
案自首。

2 月 28 日下午，河北省新
乐市驾驶人郭某迫于公安机关
压力，主动到东平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事故科投案自首，这让

苦苦寻觅他 26 天的办案民警松
了一口气。

2 月 2 日恰好是大年三十，
原本是一个全家团圆的日子，
可对于东平县居民张某及其家
人来说，却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当天晚上 9 点多，张某习惯性地
外出散步，却被一辆面包车撞
倒身亡。

接警后，值班室民警立即赶
赴现场。在现场，民警只看到了受

害者的尸体和几名围观群众，肇
事车已经逃逸。据现场目击者模
糊记忆，车辆号牌第二位是一个
字母为“X ”。东平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立即启动交通肇事逃逸事故
查缉预案。随后赶来的车管所民
警，根据目击者提供的号码，在全
省车管信息库查询了一个晚上，
没有发现该车牌信息或者接近该
车牌的信息。

根据搜集的目击证据，事故

科民警提出查看附近高速公路进
出口录像。因适逢春节，高速公路
管理部门也已经放假，民警做通
了高速公路部门的工作，让他们
派人员配合查缉工作。在济荷高
速公路东平管理处的大力配合
下，民警经过几个小时反复观看
高速公路进出口录像，终于发现
了一辆悬挂“冀 A3x”号段号牌的
面包车在事发前后出入过高速公
路，民警立即联系车主，当车主听

说发生交通事故后，手机关机，再
也无法联系。

在接下来的时间，民警一边寻
找车主，一边摸清该车驾驶人情
况，但是都不见了踪迹。经过不断
地与车主和驾驶人家人联系，他们
承认了车辆交通肇事逃逸的违法
事实，但还是拒不出面。无奈之下，
民警几次上河北寻找肇事嫌疑人。
2 月 28 日，肇事司机迫于压力主
动投案自首。

“黄花鱼”变成“黑花鱼”
可能是黄骨鱼染了色

诈骗团伙一买一卖演双簧

店主被骗 2万多元钱

市井故事

2 月 28 日，记
者在泰山大街看到
一个电话亭被“摧
残”得千疮百孔，塑
料遮罩基本上都已
脱落，电话机听筒
里面的喇叭也被人
抠出来，只剩下一
个塑料壳。

本报记者
李虎 摄

有人上门推销汽车清
洗液，过了不几天就有人
准备大批量购买。看到销
路好，店主急忙找推销员
订购，没想到一买一卖原
来是诈骗团伙演的双簧，
2 万多元钱被骗走。

肥城王先生经营一
家汽车美容店，1 月 29 日
这天，有个自称上海市红
叶汽车护理用品公司业
务员张素梅的妇女，来到
王先生店里推销汽车清
洗液。她免费留下两瓶红
叶牌的清洗剂当样品，留
下一张名片就走了。过了
两三天，一名穿军装自称
在马山部队后勤工作的
男子李某到王先生店里
买清洗剂，王先生就把两
瓶红叶牌清洗剂按 25 块
钱一瓶的价格卖给了他。

2 月 20 日上午，那个
自称是马山部队李某的
人给王先生打电话，说部
队需要大量的清洗剂，让
王先生在 2 月 26 日之前
备好 1800 瓶红叶的清洗
剂，到时候他来拉，下午 4
点钟就过来送定金。王先
生看到这么大的生意找
上门儿来，赶紧给张素梅

打电话。张素梅说她那里
也没有这么多货，让王先
生找区域经理许经理，并
提供了许经理的手机号。
王先生接着就联系了许
经理，许经理说可以给他
货，但是他必须先汇货款
才行，并保证货款汇到后
第二天早上货物就能到
位。接着许经理向王先生
提供了一个中国农业银
行账号，户名是蓝加富。

当日，王先生按许经
理的要求向他的账号上
汇了 15480 元钱。过了不
一会儿，李某又打来电
话，说 1800 瓶清洗剂不
够，还要追加 1000 瓶。王
先生不明就里，又给许经
理打电话说再要 1 0 0 0
瓶，并又向银行卡上汇了
8600 元钱。就在王先生做
着发财美梦时，他突然发
现部队李某、张素梅、许
经理的手机全都打不通
了。

警方在此提醒广大商
户，在交易汇款前，一定要
货到付款或者核实对方的
身份，以免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董倩2 月 28 日，东平县刘女士向记者反

映，过年的时候有人送她一些冷冻黄花
鱼，最近她拿出来准备吃时，发现这些黄
花鱼有点掉色。她把鱼放到水里一洗，“黄
花鱼”身上鲜艳的黄色几乎掉没了，鱼变
成了黑色。“这是咋回事啊？”刘女士吓得
不敢吃这鱼了。

求证：2 月 28 日，记者来到泰安市

五马市场，这里是泰城水产品集散地，有
很多卖黄花鱼的摊位。长期销售水产品
的商贩听说冷冻黄花鱼掉色，都说那些
鱼肯定不是真正的黄花鱼，应该是染色
的黄骨鱼。

鑫军水产品的老板尹先生介绍，现
在有些不法商贩将黄骨鱼染色当成黄花
鱼来卖。黄骨鱼是一种淡水养殖鱼，外貌
和黄花鱼差不多，就是鱼皮颜色发黑，不
像黄花鱼那样发黄。黄骨鱼的口感不如
黄花鱼，价格更是和黄花鱼差了十万八
千里，大的黄骨鱼才卖 4 元钱一斤，而大
黄花鱼的零售价则是每斤 20 元。旁边一
家水产店的老板则说，现在有些商家为

了追求卖相，即使是真正的黄花鱼也有
染色的，而市民如果过量摄入染色剂，则
对身体不好。

尹先生拿起一条黄花鱼向记者介
绍，黄花鱼虽然体表发黄，但并不是每一
个部位都是同样的颜色，一般腹部颜色
最明显，色泽自然。现在市场上的假冒黄
花鱼多数是直接涂抹色素，鱼体各部位
普遍着色较重。有的染过色的黄花鱼用
手一擦表面就会掉色，如果遇到能擦掉
颜色的黄花鱼一定别买。另外，染色的鱼
嘴里可能残留黄水，买鱼时可以扒开鱼
嘴看看。

本报记者 陈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