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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不能以“C1F9”辨别真伪钞
“C1F9”、“HB”等仅是冠字号码，辨假还得靠“看、摸、听、测”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本报济南7月3日讯（记者 张
子森） 3日上午，因怀疑一名乘客
少投一块钱硬币，即使该乘客愿意
重交钱，也有人帮补一元钱，济南
一辆K53路公交车的司机还是让
十几人换车，拉着这名乘客调头回
公司看录像。律师表示，公交司机
把公司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的
做法不合适。

3日上午7时47分，“李运健
Jack”发微博称，他刚才坐K53公
交，在省城胸科医院(往友谊苑方
向)上车。投币两块，司机非要说是
一块，并强行把他拉回车队。

记者联系上李先生时，他已经
离开公交公司。据他讲述，他早上
出门在胸科医院站上了一辆K53
路车，“但司机叫住我，说只听到投
币箱里传出一声响，认为我少投了
一块钱。”李先生和司机为此发生
言语争执，司机随后停车。

据了解，事发时车上总共有
十几位乘客。李先生表示，僵持
期间，曾有一位乘客说这不是大
事，并帮着投了一块钱的零钱。
李先生自己为了不耽误上班，表
示可以重新交两块钱，但司机不
认可。

“不行，必须回去看录像！”李
先生称司机态度很坚决，他只好打
电话给公司请了半天假。其他十几
名乘客不得不下车。K53路车队副
队长杜连虎事后告诉记者：“后面
正好有一辆K53路车，其他乘客被
转到了那辆车上。”

但到了车队，司机和车队工作
人员并没有查看录像。李先生发布
微博称：“刚到车队，这边的人就道
歉，说这个司机脾气不好，让（我）
包涵，又把我送上回来的车了。”

对李先生的说法，K53路公交
车队副队长杜连虎没有提出异议。

车队表示将对司机做出批评教育、
取消评级并接受再培训的处罚。本
报记者多次提出采访当事司机，但
未得到回应。

杜连虎明确表示：“没有证据
证明乘客只投了一块钱。”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
师孟宪强分析称，保护公司利益是
司机应该做的，但具体到此事，其
做法是以牺牲大的公共利益来维
护公司小利益，并不合适。此外，司
机拒绝当事乘客下车或重新交车
费，并强制乘客去公交公司的行为
也不合适。

据公安厅经侦总队相关民警
介绍，目前打击假币违法犯罪也存
在着很多难题。“违法人员现在都
很狡猾，随身携带的假币数量不会

很多，一般也就是一两张。”
此外，假币犯罪的人群团伙化

比较明显，许多假币犯罪嫌疑人互
为夫妻、亲朋或者同乡，而且一旦

其中一人被抓，另外的同伙就会警
觉。“我们处理一个假币犯罪的案
件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付出很多的
精力。”该民警说，现在部分收到假

币的群众第一选择并非报警，而是
想方设法把假币再花出去，一来这
本身就违法，二来也给民警发现相
关违法犯罪线索增加了难度。

据该民警介绍，假币违法犯罪
案件多发生在城乡结合部以及农
村地区，城市的夜市也是违法分子
选择使用假币的场所。“他们主要针
对农村地区人们缺乏意识、辨别真
伪能力差的特点，常常在集贸市场、
路边小店使用假币。”该民警称，违

法人员会采取多种伎俩来将手中
的假钞换成真钞，或者购买商品。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
鲁亮曾经参与多起假币案件的侦
破，他称真钞和假钞的“购买比例”
一般为1：5，也就是20元钱就能够
购买一张百元假币。鲁亮提醒，经

营者碰到使用大额纸币的消费者
要留心检查。

违法人员会在农村地区利用
收购农副产品的机会来使用假币。
公安厅经侦总队民警称，曾经有一
位老农在年关的时候将自己养了
一年的山羊以1700元钱卖掉了，结

果17张百元钞票竟然是同一个冠
字号码。

违法人员还会以掉包的伎俩
来花掉假币。“他们最初会给经营
者一张真的百元钞票，随后借口要
回，换成一张百元假钞，而这时经
营者一般不会再验钞。”

在“C1F9”开头的百元假币出
现之前，以“HD”、“HB”开头的百
元假币是流通领域中较为多见的
假币，而且全国各地也侦破众多此
类假币的违法犯罪案件。据民警介
绍，其实所谓“C1F9”、“HD”和

“HB”是人民币的冠字号码，对于
公众来说没有实际意义，更不能以

此作为辨别真币假币的依据。“犯
罪分子在制造假币时，肯定会模仿
人民币票面要素，冠字号码就是犯
罪分子仿照印上的，使假币更像真
币。”该民警解释。

辨别假钞还得靠一看、二摸、
三听、四测。看，观察票面颜色、图
案、花纹、水印等外观情况。摸，用

手指触摸钞票，真币票面上行名、
盲文、国徽等图案凹凸感很明显。
听，通过抖动使钞票发出声响，真
币的声音清脆响亮。测，借助简单
工具和专用仪器识别钞票真伪。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目前假币
的制造逐渐从境外的香港和台湾
等地转移到境内，制作假币的地点

主要集中在广东，然后向内陆河
南、安徽、湖南延伸。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我省
不是假币制造加工的源头，而是由
附近省份输入的。”据公安厅相关
民警介绍，目前省内多以持有、使
用假币为主，而且使用假币的多是
外省人员。

疑乘客少投币，公交司机撂挑子
硬要回公司看录像，十余乘客被迫换车，车队致歉

记者联系到一家商业银
行的业务经理赵女士，她坦
言，完全依靠验钞机来识别假
币并不靠谱，虽然验钞机也在
更新换代，但总有一定的滞后
性。

验钞的设备在更新换代，
假币也在更新换代。这些假币
流通就是因为人们不认识它，
才会导致它在市面上的流通，
如果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假
币，谁都不要它的话，它就不
能在市面上流通了。

要打击假币犯罪，银行
又能做些什么呢？赵女士直
言 ，银 行 只 能 配 合 公 安 机
关，还得靠群众自己具备辨
识假币的能力。

这几年，假币犯罪越来
越猖獗，除了假币数量越来
越多之外，假币出笼的时间
也是越来越短，以至于真币
和假币有可能同时上市。

据中广网

国外反假币机制值得借
鉴。比如，美国特情局有专门
的机构打击假币犯罪行为；还
设立了假币的票样库，收集了
2 . 3万多假币的票样，供大家
进行比对，及时发现假币；
而且在互联网上设立了假
币查询网站，提供可疑钞票
的查询服务；另外就是加强
公开的宣传活动，让人们了
解如何识别假币；针对公众
误收假币的情况，如果不是
故意收到假币，会有赔偿机
制，一般由银行或者保险公
司进行赔偿。

据中广网

国外误收假币

可获赔偿

假币犯罪团伙多为亲朋

假钞多现夜市、农村、集贸市场

我省假币多由外省输入

假币更新快

验钞机可能滞后

格头条链接

日前，我省沂南、莱芜、济南等地相继出现了以“C1F9”开头的百元假币。3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知，我省的假币违法犯罪案
件数量并不大，而且多是持有、使用假币，少有制造假币。“群众需要学习辨别假钞的知识，一旦掌握要点，根本没有有所谓的‘高
仿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相关民警提醒称，需要警惕假币掉包等伎俩。

微缩文字模糊不清
有些假币没有仿造无色

荧光油墨及有色荧光油墨

抖动发出的声
音比较沙哑沉闷

有些假币无凹印
手感，有些假币凹印
手感为压印而成

有些假币安全线系印刷而成

此图案出现漏白和错位

白水印透光效果较差

固定人像水印模糊
不清、无立体感，为白色
油墨在正面印刷而成

冠字号码系胶印印
刷，字符排列不齐、间隔
不规则

光变油墨面额数字
无光变效果

假币

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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