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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今日济南

多所高校再现“推销文具”骗局
民警提醒，有人专骗大一新生
文/片 本报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三龄童藏进橱子

可把妈妈找疯了
连民警都出动了才把他找出来

本报 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 自己出去买菜
的工夫，三岁的儿子毛毛
(化名)就不见了踪影。难道
是被人抱走了？3月11日下
午，家住工业南路的张女
士连忙向历下公安智远派
出所的民警求助。

“赶快派人去找找我
的孩子吧。”3月11日下午2

时许，一名女子突然哭着
跑进了历下公安智远派出
所，向民警求助。

原来，这名女子张女
士就住在智远派出所附
近。当天下午，张女士外出
买菜，将三岁的儿子毛毛
留在了家里。谁想，张女士
回到家后，却发现毛毛不
见了踪影。一开始，张女士
以为毛毛和自己捉迷藏，
可她一边喊着毛毛的名字
一边找寻，就是没有发现
儿子的踪影。

难道是毛毛被人抱走
了？心急如焚的张女士连

忙跑到智远派出所报警求
助。

由于毛毛家就在派出
所附近，民警调取了派出
所门前的监控录像，并未
发现意外。而此时，另一路
民警赶到张女士家中找寻
线索，可结果却让大家哭
笑不得。

当细心的民警打开张
女士家的一处大衣橱时，
却发现毛毛就蹲在里面一
声不吭。原来毛毛从未走
出过家门，而是一直躲在
大衣橱里。

发现毛毛不见后，张
女士曾在家里喊了半天，
躲在大衣橱里的毛毛一直
没有出声。这也让张女士
误以为儿子出事了。

事后，张女士告诉民
警，出门买菜前，毛毛曾要
跟自己一块儿出去，但她
没有答应。民警由此推测，
毛毛可能因此躲进了大衣
橱里，故意让买菜回家的
张女士找不到他。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自己家正装修，

却被人红漆泼门，留字威胁。3月12日
上午，省城家住郎茂山小区的李先生
就遭遇了如此黑手。至于原因，李先
生推测，这很可能是有人搞恶作剧或
是认错了门，目前他已报了警。

3月12日上午，记者来到郎茂
山小区北区的李先生家看到，崭新
的防盗门上被人泼上红漆。尽管门
旁的墙壁已被人用白灰刷了一遍，
但墙壁上的字迹仍隐约可见。屋内，
几名工人正在忙着装修。

“看油漆应该是晚上泼的。”李
先生告诉记者，昨晚6点他走的时
候，这里还好好的。结果，早上7点
李先生再次返回时就看到了崭新的

防盗门竟面目全非。
李先生说，这处房子是他两年前

买下的，中间对外租了一段时间。半
个月前，因儿子结婚需要新房，他就
找来施工队对此处房子重新装修。

“应该不是施工扰民的原因。”
对于门遭黑手，李先生分析，装修
前，他们特意告知了周围的邻居，施
工时也避开中午大家的休息时间。

墙上留下的黑字，写有“还钱”等
字样，像是有什么债务纠纷。对此，李
先生也表示，自己也没欠别人钱，“我
们两年前买的房子，一直没事，开始
装修了却出了这样的事”。

李先生猜测，可能是有人搞恶
作剧或是认错了门。事发后李先生
已报警。

正装修，防盗门被泼红漆
疑是恶作剧或是认错门

两车刮擦看热闹
结果提包被摸走

本报 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3月 10日晚，历
山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结果，一市民路过时
只顾看热闹，车上的提包
却被人顺手牵羊。

10日晚7时许，110巡
警突然接到一市民王强
(化名 )报警，称自己的提
包被人偷走。

原来，当晚王强骑着电
动车路过历山路与山大南
路路口附近时，路边有两车
发生刮擦，两名司机正在车
下争吵。路过的王强就停下
车扭头看热闹，后来他准备
骑车离去时，却突然发现放
在前车筐里的提包不见了。

四处寻找未果，王强又询问
附近的市民，有人告诉王
强：刚才好像有个男子从他
车筐里拎出包来骑车向北
跑了，当时还误认为他们认
识。王强连忙顺着历山路向
北寻找，但哪里还有蟊贼的
踪迹。

接到王强报警后，110

民警迅速赶至现场。王强
告诉民警，虽然自己的钱
包没放在提包内，但提包
里有一部手机、移动硬盘
和单位的材料。民警询问
王强是否对那名蟊贼有印
象时，王强说，自己当时
只顾看热闹了，连是谁偷
走的自己都没看到，更别
说对方长什么样了。

3月11日下午，省

城某高校的小朱和同

学就花1500元钱从一

名上门推销的女子那

里购买了一堆笔芯、

笔记本等文具，想转

手再赚个差价。谁想，

当那名女子走后，小

朱等人才发现买来的

都是些劣质货。

提醒：大学生还有多种骗局要防范
张琳说，除了“上门推销文具”

外，还有“借银行卡套密码取款”、“捡
钱分钱”、“谎称车祸骗家长汇钱”三
种比较常见的针对大学生行骗的方
式。

“借银行卡套密码取款，就是骗
子利用学生涉世未深、易感情用事的
特点，自称落难博取受害人的同情，
再实施诈骗。”张琳告诉记者，一般骗
子会谎称自己是“香港大学生”，来内
地旅游，家境殷实。因信用卡不慎丢

失流落街头，希望借受害人的银行卡
一用，改日再归还，“此类骗局防范很
简单，只要当事人不把身份证、手机、
银行卡和电脑借给陌生人就行”。

而“捡钱分钱”的骗局，则是俩骗
子分别扮演丢钱者和捡钱者，在街头
上演捡钱、分钱，然后再要求受害人
用现金或实物进行抵押。张琳说，大
学生若遇到此类情况，首先不要慌
张，要及时离开事发现场；如果有人
纠缠，立马报警，必要时可大声呼救。

对于“谎称车祸骗家长汇钱”，民
警张琳说，这个骗局也很老套，骗子
先通过盗窃等不法手段获取大学新
生的手机或手机号码，然后给其家长
去电，利用家长与孩子无法联系而实
施诈骗。家长把孩子送到一个新环境
后，除了要留有自己孩子的联系方式
外，孩子的朋友、老师以及宿舍电话
都应记录下来。如果接到孩子出事的
电话，家长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情
况是否属实。

可恨！当天三所高校多人被骗万余元
上当的不仅仅是小朱等人。随

后，记者又从济南警方了解到，当天
还有三所高校的多名学生遭遇“上门
推销、以次充好”的骗局，受骗者也多
为大一新生，“一共四起，总计被骗一
万多元，最多的被骗了5700元，最少
的也有1500元。

这些骗子骗术简单，为何却能屡

屡得手？
“他们就是利用了学生涉世未

深、贪图便宜的心理。”历下公安科院
路派出所的张琳告诉记者，不少大一
新生初次离家、独立在外生活，一方
面没有社会经验，缺少必要的戒备心
理；一方面又易为一些蝇头小利所
动。不少骗子就是利用这一点混入学

生公寓行骗。
对此，张琳提醒：这些找上门来的推

销者，大多针对大一新生，所以大一学生
一定要瞪大眼睛，切不可轻易相信。

同时，张琳也提醒：除了小朱等
人遭遇的这种“上门推销、以次充好”
的骗局外，还有几种专门针对大学生
的骗局也要警惕。

上当！1500元买来的文具是一堆废品
3月11日下午5点多，解放东路

一高校，大一的小朱被隔壁宿舍的三
个新生叫了过去。

“她们宿舍来了个推销笔芯的。”
小朱说，因为知道自己卖过东西，隔
壁宿舍的三个同学想让她帮着鉴别
一下。

那名上门推销的女子自称肖雪，南
方口音。小朱说，一进宿舍，肖雪就拿出

很多笔记本、笔芯、雨伞及台灯等物品，
都是大家平时能用到的东西。

“她问想不想干兼职，笔记本和
台灯每件9毛钱。”小朱说，如此低廉
的价格让大家心动，因为肖雪所说的
价格要比商店里便宜许多。

于是，小朱和三位新同学决定联
手购进一些，再转手赚个差价。

最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小朱

四人花费1500元购买了笔芯、笔记
本、雨伞等物品。

可当天晚上，小朱等人拿着刚进
的笔芯去试卖时，却发现笔芯不仅数
目不对，而且十分劣质，根本无法使
用。

3月12日上午，小朱等人拨打“肖
雪”留下的电话，却无法接通。于是，
发觉受骗的她们连忙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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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推销的劣质文具。

只因被父母训斥

小学生离家出走
警民协力帮十一岁小男孩返家

本报 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 因不堪父母训
斥，3月 9日晚，省城一名
十一岁的小学生强强(化
名)离家出走，在解放阁附
近闲逛。最终，在热心市民
和110巡警的帮助下，强强
安全返家。

3月9日晚10时许，市
民刘先生路过解放阁附近
时，发现一名十多岁的男
孩一直在路边徘徊，手里
还拿着一个篮球，不时地
在地上拍打几下。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
回家？”半个小时后，刘先
生看到那名小男孩还在路
边玩耍，热心的他就上前
询问对方为何还不回家，
而小男孩却没有说话。

“是不是和家人闹别
扭了？”因担心男孩出现意

外，刘先生连忙报警求助。
很快，110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

此时，那名小男孩已
冻得浑身发抖，民警带他
到警车上取暖。经过民警
耐心询问，小男孩强强告
诉民警，他11岁，是省城某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就住
在附近。当民警问他“怎么
这么晚还在外面”时，强强
又告诉民警，因为自己贪
玩篮球，学习不太好，当晚
他被父母训斥。后来，趁着
父母外出，强强一气之下
就拿着篮球自己溜了出
来，不想再回家。

了解情况后，民警对
强强进行了耐心的劝导，
并与强强的家人取得了联
系。此时，强强的父母发现
孩子不在家后，正焦急地
四处寻找。


	C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