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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今日济南

大学毕业生为上网屡屡偷窃
再次盗窃电动车时被抓，被依法劳动教养一年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杜洪雷 通讯员 蔡
伟) 一名牌大学毕业生不
好好找工作挣钱，却为了上
网屡屡盗窃电动车。

1月26日，归德镇归北
村的田某报警称，刚放在家
门口的电动车不见了。民警
迅速出动，经过对被盗现场
的勘查，民警决定兵分两路
追查，其中一路民警在向北
大约2公里处发现一男子正
满头大汗地蹬着一辆电动
车向北行驶。

该电动车正好与报警

人所述被盗电动车特征一
致，民警遂将该男子带回派
出所讯问。在警方讯问过程
中，该男子出奇地镇定，只
承认是刚才在路边从一个
陌生人手里花50元买的。经
核实，张某(32岁，未婚，长
清区清河街人)，曾因盗窃
被行政拘留过，具有很高的
反侦查能力。

民警经查找事发地的
监控录像，最终发现了张某
盗窃电动车的监控录像。民
警向张某出示监控录像后，
张某终于交代了自己盗窃

电动车的犯罪事实。
张某，哈尔滨理工大学

毕业，也曾有过正式工作，
但因不能吃苦多次跳槽至
今无业。父母好心相劝，张
某却和父母闹别扭。在有了
一次传销经历后，发财梦再
次破灭，张某开始整日沉迷
于网络游戏。为了弄到上网
费，张某有时出去打几天
工，赚到钱了就去上网玩游
戏。

渐渐地，张某觉得打
工不如偷盗来钱快，经过
蹲点摸索，张某觉得盗窃

电动车得手容易，出手方
便。于是便有了盗窃电动
车 的 念 头 ，第 一 次 ，第 二
次，侥幸让张某尝到了甜
头 ，他 越 发 不 可 收 拾 。其
间，张某曾因盗窃被行政
拘留，可是这并不能让张
某迷途知返，拘留期满后
张某又因为没钱上网，再
次盗窃电动车时，被长清
警方当场抓获。

2月9日，经济南市劳动
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长清
警方依法将盗窃违法行为
人张某劳动教养一年。

银行卡诈骗新花样现身济南

当心“海洛因包裹”骗局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董从哲 实习生 陈立新)

通知你领包裹的短信留有
电话，你打过去他就告诉你，
你的包裹里发现了海洛因，
于是一场骗局揭开帷幕。

“尊敬的客户您好！您
的快递已经到了，由于给您
派送不成功，请您及时来电
领取……”日前，记者收到
这 样 一 条 短 信 。按 照“ 指
示”，记者先后同“邮政局工
作人员”、“陈警官”、“银联
监督会工作人员”取得联
系，体验了“海洛因包裹”骗
局的整个过程。

记者按照短信上的电
话打过去，一个自称邮局工
作人员、嗓门高口音重的女
子告诉记者：“你有一个来
自云南昆明的包裹，打开后
里面发现了一包 200g的海
洛因和一张 1 0 0 万的银行
卡。”女子给了记者“陈警
官”的联系方式，并“提醒”
记者可能是“熟人作案”，

“千万注意保密”。
操着一口别人听不清

的普通话，“陈警官”在电话
中先以“刑事犯罪”吓唬记
者，然后话题转移到了银行
卡上：“以你的情况，很有可
能是银行卡上个人信息泄
露所致。这样吧，你给银联
监督会打电话，让他们给你
做一次‘升级保护’，你的个
人信息就不会再泄露了。”

接下来的“银联监督会
工作人员”与“陈警官”语音
极度相似。“工作人员”要求
记者到附近的中国工商银
行，然后电话联系，要求记
者按照他的指令操作转账，
并“提醒”说：“ATM机上的
显示可能和我们这里有时
间差，你按照我说的来做就
行了。”当听出记者并非在
取款机前时，对方大声愤怒
地“警告”：“我告诉你，你不
要想着驾车逃跑！”

记者了解到，这种诈骗
手段此前在江苏、海南和山
东的烟台等地均有出现。犯
罪分子往往使用随意显号
软件，因此很难根据电话号
码判断号码所属地。

转身工夫，两条中华烟被调包
店主开车去追没能追上骗子

信用卡高额透支被起诉？
这是老“骗局”不能再上当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崔岩) 没办过银行信
用卡，却被电话告知透支 3

万元。20日，济南市民秦女
士接到了这样的信用卡诈
骗电话。

20日中午，秦女士的手机
接到了一个电话。“一听就是
语音电话，对方自称‘市法
院’，告诉我在经五路办的工
商银行的信用卡，前段时间
在金六福珠宝消费三万多没
还，已经被起诉到市法院，传
票也已寄出。”一时着急，没来
得及思考的秦女士赶紧给该
电话回拨了过去。

一名南方口音的女子接
听了电话后，秦女士才突然

意识到，自己压根就没办过
工商银行的信用卡。然而，对
方却告诉秦女士，很可能有
人利用其信息办理了信用
卡，但也要尽快还款，否则会
冻结名下所有账户。

考虑到自己从来没有
办理过工商银行信用卡，秦
女士心生疑问。于是，该女
子给秦女士提供了一个“济
南市公安局金融办”的电话
号码。电话拨通了，同样是
南方口音的一名男子接了
电话。这时，秦女士清醒了，
这很可能是骗局。

随后，秦女士拨打了110

求助，经过公安查证，该起
事件确属诈骗。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倩 实习生 陈茉) 男

子进商店称要买两条中华
烟，店主转身拿袋子、数钱的
工夫，男子用假烟换走了真
烟。21日中午，平阴一商店老
板就遭遇了这样的倒霉事。

王女士在平阴县五岭
路上经营一家商店。21日中
午12点55分左右，一名男子
进店就称要买两条中华烟。
王女士拿出了两条中华烟
放在桌子上，男子称需要拿
一个袋子装一下。

王女士转身拿了一个袋
子，男子将钱放在桌子上，王
女士随后拿起钱数了一下，
正好。随后，男子将烟装进袋
子里，并让王女士给开一张
发票，而且必须要机打的发
票，王女士称只有定额发票。
听到这些，男子称没有机打
发票就不买烟了，随后放下

烟拿回钱匆匆出门，上了一
辆黑色轿车快速离开。

这一切让王女士感觉有
些不对劲，她赶紧把袋子打
开，发现两条中华烟被调了
包，变成两条假烟。王女士立

即开车去追，但没追上。
随后，王女士调取了店

内的监控才发现，男子刚进
店时提着一个手提袋，就在
王女士转身拿袋子的时候，
男子用手提袋里的假烟换走

了一条真烟，而另外一条烟
是在王女士数钱时调包的。

据王女士介绍，进入店
中的男子操着南方口音，身
高在1 . 78米左右，他所乘坐
的轿车挂着陕西的牌照。

王女士称，她有些想不
明白，不法分子将真烟调包
拿走之后会如何处理。她告
诉记者，现在销售商都是通
过正规的渠道从烟草部门进
货，不可能私下进这些货。

多位店主也曾有过像
王女士一样的疑问，一位做
生意多年的商贩解开了大
家的疑问。“正规的商店肯
定不会进这样的烟，但是一
些礼品回收店回收这些烟

酒，而且他们也都不会问来
源。”在济南历下区经营一
家小型超市的白先生说。

记者走访了几家礼品回
收店，回收人员称回收高档
烟酒、购物卡等商品，他们在

回收之前只是验证商品的真
伪，但对于这些商品的来源
不会多问。“只要是真的、能
赚钱就行。”山师东路上一家
礼品回收店店员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王倩

被调包的烟可能流向礼品回收店延伸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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