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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骑电动车“自投罗网”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车
程，12日下午5点，马山寨边
防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刘某
所在的单位。让民警们失望
的是，刘某当天不上班。

由于一时查找不到刘

某的住址，民警们有点担心
这次抓捕行动的结局。

好在另一路民警随后便
传来消息，已经联系上刘某
单位的领导，领导已通知他
单位有急事，让他尽快到位。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
民警的心始终悬着。

下午5点35分，一个骑
着电动车、戴着眼镜的年轻
人出现在民警视野里。

“就是他！”民警随即围

了上去……
这个刘某到底是谁？他

为什么会受到民警的“关
照”？这还要从马山寨边防
派出所刚刚破获的一起入
室盗窃案说起。

>>高校宿舍楼频现“阳台大盗”

春节过后，烟台某高校
宿舍楼连续发生多起笔记
本电脑、手机等物品被盗
案。

接到报警后，马山寨

边防派出所迅速成立专
案组。通过分析几起案件
发现，发生地点多为女生
宿舍楼的三楼，嫌疑人爬
阳台入室，用开锁工具开

锁实施盗窃。部分被盗宿
舍 的 屋 门 、抽 屉 完 好 无
损 ，看 不 出 被 破 坏 的 痕
迹。一时间，“阳台大盗”
的名字在校园中传播开

来，同学们人心惶惶。
技术人员的现场勘查

结论认为，这几起盗窃案均
为一人所为，于是专案组开
始并案侦查。

>>黑影刚爬上楼便被瓮中捉鳖

“阳台大盗”真的是来
无影去无踪吗？民警们决定
秘密蹲点，看看这个人能否
故伎重演。

3月7日18点钟，所有参
与布控的民警及学校的保

卫人员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19点30分，一个黑影在8

号宿舍楼前出现，并迅速从
楼口最西侧的一楼攀爬到三
楼宿舍。

民警们迅速向8号楼集

结，并把整个大楼围了个水泄
不通。没经过什么周折，宿舍
内的犯罪嫌疑人便落网了。

审讯得知，此人姓李，是
青岛人，就是这所高校的大
三学生。李某说，他从去年12

月开始，趁学生放假、上晚自
习、出校实习等机会，多次爬
阳台进入宿舍盗窃。

在李某的住处，民警发
现了一批笔记本电脑、手机
等。

>>发展同学帮自己“兼职”销赃

之所以选择在傍晚作
案，李某承认事前经过了
精心策划。“晚上6点半到8

点半这段时间，宿舍里一
般没人。”李某说，他偶尔
会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
但片刻紧张后，他就继续

“工作”。
偷来的电脑等，李某一

部分卖给了同学和朋友，另
一部分则自己偷着卖了出
去。

李某说，有一次他的同
学刘某无意中说自己周六

周日想找份兼职做。李某便
告诉刘某，自己有一批二手
电脑想卖出去，让刘某帮忙
找找销路，二人一拍即合。

事后经查，变卖赃物的
钱大部分李某留下了，刘某
只得到一部分。李某的赃款

最终都被他花了个精光，刘
某则因为涉嫌销赃被“请
进”警局。

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
头的一幕。

目前，李某已被警方刑
事拘留，刘某已取保候审。

烟台市看守所里，李某
低垂着头，不住地搓着手。
面对民警的讯问，他再也没
有爬阳台盗窃时的“风采”。

说起学会爬楼的原

因，李某的回答让人哭笑
不得。他说，学校宿舍楼每
天晚上1 0点准时熄灯关
闭，而他经常会在教室里
上网玩游戏。进不了宿舍

楼，他只能通过攀爬的方
式回宿舍。

由于李某的宿舍和被
盗女生宿舍楼的一二层窗
户外都安装了防盗护栏，

李某借助这些护栏可以顺
利爬到三楼。

李某说，爬楼的次数
多了，他也就来了“灵感”，
想到了入室盗窃。

格延伸调查

学爬楼的原因让人哭笑不得

爬阳台难不住李某，
那盗窃现场为啥没有撬盗
痕迹呢？可让人想不到的
是，李某还有一项不为人
知的本事，他会开锁。

李某告诉记者，去年
他通过一家网站购买了开

锁器具。花了100元钱后，
他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
开锁教程。

李某最初学习开锁的
原因也让人哭笑不得。他
说，当初学开锁，其实是为
了放假时能自由进入自己

的宿舍去住。
李某说，放假期间学

校的宿舍楼都是封闭的，
但他工作实习的单位不提
供住宿。开始他只好住在
学校外面的小旅馆，每月
租金四五百元。后来为了

省下这几百元，便想到了
学习开锁。

李某说，他现在只会
开些简单的挂锁，更高级
的开锁技术还没来得及
学。

本报记者 宗韶峰

学开锁的理由也让人哭笑不得

“我们是
马山寨边防派
出所的民警，
你因为涉嫌销
赃，需要跟我
们回去协助调
查 。”1 2 日 傍
晚，烟台某工
业园内，刘某
刚 停 下 电 动
车，就被几位

“从天而降”的
民警惊呆了。

看看守守所所里里，，““阳阳台台大大盗盗””李李某某很很后后悔悔。。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金金阳阳 摄摄

查酒驾查住“老熟人”
蓬莱一司机两月内两次酒驾被重罚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王瑞国 赵承刚 见
习记者 侯冬冬) 1月4日，
因为酒后驾车，蓬莱驾驶员
巩某的驾驶证被暂扣了6个
月，至今仍未“解冻”。3月12

日，他再次因为酒后驾车被
查。这次，巩某被处以行政拘
留10天、罚款2100元并被吊销
了驾驶执照。

3月12日13时20分，蓬
莱交警一中队民警在南环
路高职路口例行酒驾检查
时，一辆“鲁V”牌照的三轮
汽车由东向西驶来。发现民
警设卡，三轮车放慢车速走
走停停，想拐上路边的土
路。民警果断将这辆车堵

住。
面对民警，驾车男子承

认自己是喝酒开车。民警检
测发现，他血液内酒精含量
31 . 2mg/100ml，属酒后驾
驶。

当民警要求他出示驾
驶证时，这名巩姓司机说出
门太匆忙忘带了。这时，一
旁的民警发现巩某很“眼
熟”，便把他带回交警队。查
询得知，今年1月4日，巩某
也曾因酒驾被他们查扣，驾
驶证被暂扣到7月份，至今
未“解冻”。

当得知自己将因两次
酒驾被吊销驾驶证并处罚
款拘留时，巩某后悔不已。

“爱酒人”又贪杯上路
福山一司机也因两次酒驾被重罚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通讯员 王建 记者 鞠
平 ) 去年因酒后驾驶，唐
某被吊扣驾驶证6个月。今
年2月，刚考出驾驶证的唐
某3月12日又贪杯了，这次
他两年内都别想开车了。

3月12日13时，烟台交
警三大队酒驾专项整治小
分队的交警巡逻至青年南
路与管庄路口时，看到一辆
两轮摩托车摇摇晃晃地开
过来，交警当即拦下。酒精
测试仪一查，56mg/100ml，
司机属于酒后驾驶。

司机沮丧地对交警说：

“唉，刚考出驾驶证，又被逮
到了。”交警一问才知，司机
唐某是福山区人，去年7月
12日因酒后驾驶被吊扣驾
驶证6个月，罚款1100元。上
个月他参加考试合格后重
获驾驶资格。但今天中午，
他去朋友家里玩，忍不住又
喝了两瓶啤酒。本打算趁着
大中午头往家里赶，没想到
还是被交警查到了。

这次，唐某因连续两次
酒驾，将被处以吊销驾驶
证、行政拘留10日以下、罚
款1000元、2年内不得申领
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实在太渴了！

她把洗发水当牛奶喝了
本报3月13日讯 (通讯

员 栾薇 金融 记者
孔雨童) 12日晚9时，开发
区一名女青年因口渴难忍，
误将杯中的洗发水当成牛
奶喝下，被急送入烟台开发
区医院急诊科洗胃治疗。

当天晚上，女青年小刘
的家人想找瓶子装机油，看
到家中的洗发水快没了，就
把剩余的洗发水倒在平时

喝水的杯子中放在餐桌上。
从外面回家的小刘进屋后
直喊口渴，看到餐桌上有杯

“牛奶”，端起来就喝了两
口。她感觉味道不对，一问
才知喝下去的是洗发水。

小刘和家人赶紧来到
开发区医院，急诊科的医护
人员立即为她洗胃，直至确
定安全后，小刘才离院返
家。

又逮了辆假出租

3月11日和12日，交警三大队开展了一次整治假牌套
牌出租车行动。这次行动共出动警力30余人次，检查车辆
200余台次，暂扣假牌套牌出租车1辆。此次整治行动，有效
净化了辖区的交通环境。 本报通讯员 王建 本报记者

鞠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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