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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菏泽6车车牌深夜集体失踪
是恶作剧、泄愤还是盗窃牟利，目前失主一头雾水

本报6330000热线消息
(记者 邢孟) 本想赶早开
车去钓鱼，却发现自家爱车
上的车牌没了，而且附近其
他5辆车的车牌也同样不翼
而飞。1 5日一大早，菏泽市
民王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
烦心事。

15日5时许，家住牡丹区
双河路双月巷的市民王先生
起了个大早，准备开车去东明
钓鱼。走出家门，王先生发现
邻居停在小巷里的汽车车牌
不见了。感到纳闷，他就看了
一眼自己的车牌，结果自己
的车前后车牌也都不见了。

王先生这下着了急，他
将停在小巷里的所有车辆
都查看了一遍，发现当晚停
在小巷里的 9辆车，除一辆
三轮农用车和两辆出租车
的车牌完好外，其他六辆车
的前后车牌都不见了，便赶
紧报了警。

“我平时喜欢钓鱼，本
来想着今天早点起，开车去
东明钓鱼，没想到碰到这种
事。”王先生第一个发现停
放在小巷内的车车牌被盗。

记者看到，车辆停放的地
方，地上散落着几个原本用于
固定车牌的螺母，落了一层灰
尘的车身上有几道长长的划
痕。“这些划痕都是新的。”王

先生指着自己的车说，前一天
这些划痕还不存在，“车牌肯
定是被盗了”。

王先生说补办一副车牌
需要105元，但要在半个月后
才能取回，“花钱不说，主要
是耽误功夫，还影响工作”。

“我大哥的车也停在这
里，车牌也被盗了，但是他的
车是青岛牌照，补办车牌必
须回青岛，非常麻烦。”王先
生告诉记者，他大哥在青岛
做生意，车停在家，结果车牌
也在同一天晚上被盗了。

1 5日上午王先生到菏
泽车管所补办了一张临时
牌照，“正式的牌照还要等
半个月才能拿到。”王先生
有些无奈。

“平时我车上的报警器
都很灵敏，但因为春节期间
燃放鞭炮的太多，警报器老
是响，为了不扰民，我调成静
音 了 ，结 果 却 发 生 了 这 种
事。”另一位车牌被盗的车主
说到。但对车牌被盗原因，这
些车主都称“一头雾水”。

据接警的牡丹区东城派
出所民警介绍，因为这起案
件涉及的金额较小不能立
案，只能作为治安类案件进
行处理。民警提醒市民做好
车辆的安全防范，以防类似
的案件再次发生。

本报菏泽2月15日讯 (记者
景佳 通讯员 李增强 ) 短信
诈骗伎俩又在菏泽上演。近日，市
民曹先生收到一条“非常6+1”派
大奖的短信，被骗走15000元。

2月14日，家住菏泽开发区的
市民曹先生收到一条短信，称他中
得“非常6+1”派送的一等奖，获得
奖金88000元和笔记本电脑1台。信
以为真，曹先生登陆了短信提供的
网址，填写了个人信息，并拨打发
送短信的手机号码与对方取得联
系。对方称，兑奖需先交纳3000元

的奖品保险费用，并提供了一个以
个人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

曹先生按照要求汇款后，对方
称还需交纳12000元的个人所得
税。曹先生如数汇款后，对方称如
果再交纳30000元，可以升级为VIP

会员，奖品总价值将翻倍。
奖品没领到手已汇出一万多

元，且还要缴纳其他费用，曹先生打
电话和对方交涉，称放弃领奖，要求
对方将已缴纳的15000元退还。对方
称放弃领奖需扣除30%的手续费，余
款一天后才能退还。

“感觉上当受骗”，曹先生便到
菏泽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报案。

目前，警方对此案件已展开调
查。据民警介绍，这一新型的短信
诈骗形式有着很强的诱惑力和迷
惑性，犯罪分子采取群发短信的方
式，诱惑市民上当。如果受骗人员
通过电话与对方联系，对方往往会
以交纳保险费、个人所得税、汇押
金、快递费、手续费等为名，持续要
求受骗市民汇款到指定帐户。

警方提醒，要提高警惕，不要轻
信类似陌生短信，以防上当受骗。

“非常6+1”派大奖啦？骗你呢！
收到中奖短信，菏泽一市民信以为真，结果被骗走15000元

本报郓城2月15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宋明磊 )

梦想一夜暴富，郓城人林某
迷上彩票，为“筹集”更多的钱
买彩票，他便干起盗窃的营
生。近日，林某在济南盗窃得
手一万余元后全部用于购买
彩票，却打了水漂，后潜回郓
城继续作案，13日被郓城警方
抓获。

2月11日，家住郓城县城关
镇一小区的刘先生到郓城县
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报案，称
其放在自家门口的电动车
被盗。接警后，派出所民警
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勘察，通
过调取附近监控录像，发

现一名中年男子一瘸
一拐地进入居民小
区，10分钟后骑着
一 辆 电 动 车 离
开。经刘先生辨

认，该中年男子所骑
电动车正是他家被盗电

动车。
根据犯罪嫌疑人“跛

脚”这个特点，派出所办案民
警发现，1月2日、1月15日发生
在郓城县中医院与另一居民
区的盗窃案，均系此人所为，
办案民警根据此人作案特点
进行精心布控，等待“跛脚大
盗”再次出现。

2月13日22时许，城区派出
所便衣民警巡逻至一小学附近
的步行街时，发现一跛脚中年
男子腋下夹着一个东西，步履
匆匆，形迹可疑，遂进行隐蔽跟
踪。当该男子行至一商店门口
时东张西望，行迹更加可疑，民
警遂即上前对其盘问，并从其
身上搜出螺丝刀一把，盗窃用
编织袋一条。

经讯问，此人正是警方寻
找多日的“坡脚大盗”林某，他
对所犯多起盗窃事实供认不
讳。据林某交待，想着一夜暴
富，他迷上了买彩票，为“筹
集”更多的钱买彩票，他多次
盗窃。

目前，林某因涉嫌盗被依
法刑事拘留。

“跛脚大盗”迷彩票，钱没再去盗
梦想一夜暴富，郓城一男子痴迷买彩票，多次盗窃“筹钱”

本报菏泽2月15日讯 (记
者 董梦婕 通讯员 张友
申 夏津祥) 电视购物等新
型购物方式渐渐走进人们的
生活，被人们认可。打开电视
后，市民经常能看到很多电视
购物的节目，节目上主持人声
嘶力竭地推销各种所谓物美
价廉的产品，煽情的话语、紧
张感十足的订购节奏，让市民
不由得心动，那么这些产品真
的像电视上宣传的那么好吗，
是陷阱还是馅饼？

“通过电视购物买的这个
手机一开始还有一两个信号，
一周后就没信号了，不仅无法
接打电话而且联系不到经销
商，现在只能当MP4听歌使
用。”牡丹区市民李先生告诉
记者，他花费299元购买的双
卡双待手机的邮包上只留有
两个电话，根本没有详细地
址，没想到手机出现问题后，
邮包上留的电话却一直处于
占线状态。被电视广告吹的天

花乱坠的时尚手机，现在却成
了一部“模型”。

记者从菏泽市工商局12315

投诉中心了解到，2011年该局
共收到电视网络购物申诉举报
55件，其中电视购物占29件，电
视购物申诉举报中主要涉及到
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数码相机、
家居用品、化妆品等，其中手机
申诉就有15件。申诉举报中反
应的问题主要为产品质量及虚
假夸大宣传。

“很多消费者投诉，通过电
视购物广告购买的商品与实际
商品不太相符，而由于电视购
物多是异地消费，销售商也不
提供正规发票，容易造成消费
纠纷后维权难度增大。”工作人
员表示，很多电视购物广告中
没有经销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发现商品出现问题后，消费者
想投诉却难以找到真正的生产
经销企业，另外很多电视购物
不提供购物凭证和正规发票，
造成维权举证困难。

电视购物，是陷阱还是馅饼？
菏泽一市民通过电视购物买了一部手机，现在成了“模型”

▲ .挂车牌的地方空空荡荡，车牌已没了

踪影，只留下一些灰尘印记。

落了一层灰尘的车上有几道长长的划

痕，王先生称前一天这些划痕还不存在。

本报记者 邢孟 摄

制图：尹婷

业内人士称，市民在进行
电视购物时，首先要记住广告
宣传播出的频道和事件，拨打
订购热线咨询商品的厂名及
售后服务网点情况并进行核
实，记得索要购货凭证，收货
时一定要先验货再付款，如果
发现商品与广告宣传不一致，
应拒绝付款。

消协工作人员提醒广大
消费者，在选择电视购物时，
谨防五类陷阱。

陷阱一：特技处理制造出
的假象很具有迷惑性。时下，
很多电视购物产品经常用消
费者使用产品前后的对比照
片或图像来证明自己的效果，
但这些所谓的立竿见影效果
很多是利用化妆、拍摄技巧或
电脑处理制造出来的假象。

陷阱二：夸大功能是不少
电视购物广告常用的伎俩，消
费者不能轻信电视购物广告
的功能描述。

陷阱三：名人代言是电视
购物最有效的促销手段之一，
但其中也隐藏着不少陷阱，消
费者应谨慎对待。

陷阱四：虚假“权威”最近
在电视购物中大行其道，消费
者莫轻易相信所谓的“权威”。

陷阱五：购买产品后，经销
商却“失踪”了。目前许多电视购
物经销商为了逃避监管，往往采
取假注册地址和假信息的方式，
主要是为了一旦出事以后可以
逃避责任，也便于这些公司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消费者应注意多
方查证，避免陷入经销商这种逃
避监管“玩”失踪的陷阱。

格提醒

消协：电视购物谨防五类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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