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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万万元元买买的的玉玉有有人人出出330000万万回回收收
莒县一男子本以为“捡漏”，不想却被骗了30余万元

莒县的刘天(化名)被人游说花3万元买了件玉器，没过多久，就有一个“香港老板”要用300万回收，刘
天本以为捡了个漏，却不想自己正被一步一步骗入陷阱，最终在被骗了30余万元后，刘天报警。莒县警方
调查后，摧毁了一个综合利用电视购物和电话推销的诈骗犯罪团伙。

本报11月26日讯 (记者 彭彦
伟) 从网上购买木马程序，然后就
开始盗取聊天工具的密码，随后冒
充受害人亲属，实施诈骗，莒县先后
有多人被骗。莒县警方接报后，远赴
广西等地将这个交叉作案的网络诈
骗团伙一网打尽。

8月31日，莒县的冯某报警称，8

月26日上午，有人冒用她丈夫的QQ

号骗了她8万元钱；9月23日，莒县民
警再次接到报警，东莞镇东莞村村
民苗某，也被冒充亲属的骗子骗走
了3万元。

接连两次案件，引起莒县警方
高度重视，随后莒县刑警大队成立
专案组，经调查，警方将视线对准了
广西南宁的一伙人。10月30日，专案
组抵达广西南宁。

到达南宁后，专案组成员兵分
两路，一组与公安部专案组进行工
作协调，另一组到南宁市银联中心
和各商业银行调查取证。

11月4日，专案组民警在当地警
方的协助下，将正在实施QQ诈骗的
两名犯罪嫌疑人韦某、卓某抓获，缴
获电脑等作案工具一宗。11月6日，
专案组抓获另一名嫌疑人廖某，并
缴获笔记本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据犯罪嫌疑人韦某、廖某等人
交代，他们通过盗取QQ等聊天工具
密码，冒充亲属进行诈骗，自4月份
以来，已经诈骗了40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韦某、卓某、
廖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
办理中。

家住莒县长岭镇的刘
天 (化名 )做生意挣了一些
钱，看到电视上有卖玉器
收藏的，于是想买点玉器
作为投资。

随后刘天根据电视上
的电话拨打了电视购物电
话，“当时就是想问一下，
并 不 是 一 定 要 买 。”刘 天
说，打过电话没几天，他收
到 一 自 称 姓 申 的 人 的 电
话，“他说他是中国收藏家
协会的，手里有一块价值
140万元的2008年奥运会玉
玺 ，以 3 万 元 的 低 价 卖 给

我。”
随后刘天有点心动，

就与申某达成协议，刘天
以3万元的价格，购买一个
奥运会纪念玉玺、一个玉
观 音 ，“ 玉 器 送 到 我 手 上
后 ，我 就 把 钱 打 给 了 申
某。”申某则承诺将刘天的
收藏信息发布到网上，等
待别的买家。

随后一段时间里，申
某经常给刘天打电话，“就
是聊些家常，期间会问一
些我的经济条件怎样等问
题。”刘天说。

经过几次接触，刘天
放松了警惕，“我买了玉器
大约 2 0多天后，一个香港
的老板李某打来电话，要
以300万元的价格，收购我
手中的玉玺。”刘天说。

李某告诉刘天，他刚
做了一个项目，需要点礼
品打点，直接送钱不合适，
所以才想要回收刘天手中
的玉器。

不过，李某也提出了自
己的要求：“送玉器一般都
要送一对，你手里只有一
件，能不能再帮我找一件？”

在利益诱惑下，刘天
再次电话联系到了申某，

又购买了一件玉玺和一件
玉观音，随后香港老板李
某又来电称，还想要3个盛
世中华中国人的玉器，已
经掉进陷阱的刘天，就再
次从申某处购买了 3个盛
世中华中国人的玉器。

所有东西都备全了，
李某提出，这些东西寄到
香 港 还 需 要 一 个 专 用 发
票，于是刘天又以4 . 5万元
的价格购买了一张所谓的
发票，“寄过来我才发现，
就是个收藏证明根本不是
什么正规发票。”刘天说，
他 当 时 就 开 始 觉 得 不 对
劲。

随后，申某又多次以购
买玉器、工艺品或者加入会
员等理由让刘天出钱，先后
骗取了刘天30余万元。这时
刘天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来
到莒县公安局报警。

莒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
警经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
所在地在上海。专案组民警
安排受害人刘天继续与申某
联系，以稳住犯罪嫌疑人；另
一路侦查员根据受害人提供
的联系方式，结合银行信息、
物流快递等进行综合研判，
逐步确定犯罪嫌疑人。

今年10月21日，办案民
警将主要犯罪嫌疑人申某
等两人抓获。1 1月1 4日，民

警在上海将同案犯刘某等3

人抓获，随后又在南京将最
后1名嫌疑人侯某抓获。

经查明，今年 8月份以
来，犯罪嫌疑人交叉结伙，
针对电视购物客户，利用电
话推销劣质玉器等商品，虚
构所购买的玉器等商品能
在网上拍卖获取暴利的事
实，引诱受害人多次购买，
先后骗取山东、河南、重庆
等地受害群众200余万元。

据了解，此案 6名犯罪
嫌疑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
1 8岁，最大的也只有2 7岁。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莒县
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从“收藏协会”花3万元

购买价值140万元玉器

香港老板来电话
称要高价回收玉玺

幡然醒悟被骗报警求助

民警远赴上海破案

11月26日下午3点，记者在
莒县看守所见到了犯罪嫌疑人
申某，申某今年刚27岁，结婚不
长时间。

“之前所做的都是合法的，
我们加的价格也并不多。”申某
说，后来在利益的诱惑下一步步
走向了犯罪。

申某介绍，他们手头上的个
人信息都是从网上买的。

“高端用户的信息价格对高
一些，一般的也就在几分钱一
条。”申某说，他们都是通过网上
交易，见不到真人。“信息的卖家
都自称是卖车的、卖房的或者是
保险公司的。”申某说。

购买到资料后，犯罪嫌疑人
便冒充收藏家协会等名义开始
挨着打电话推销玉器。这些玉器

也是他们从网上以1000元至4000

元不等的价格买来的。
申某说，他们每天要打数百

个电话，往往打几百个电话才有
一个上当受骗的。“其实我们成
功率是很低的，现在人都有防骗
意识了。”

当有人相信后，他们第一次
会少量卖给受害人一些玉器，并
答应帮助受害人寻找买主等诱
惑对方。然后再以各种名义与其
进行电话联系，这期间会了解受
害人的一些基本信息等。

当时机成熟后，他们便冒充
各种老板以送礼等名义高额购
买对方手中的玉器一步步将受
害者骗入陷阱。

“现在肯定后悔，对家人更
是无脸相见。”申某说。

网上购买个人信息

几分钱就能买一条

对话嫌疑人：

三类诈骗方式

请您提高警惕

本报11月26日讯 (记者 彭彦
伟 ) 最近，各种诈骗案件频发，民
警总结了三种比较常见的诈骗方
式，请市民朋友们提高警惕。

手机短信诈骗方式：冒充银
行、公安、公证处等名义进行诈骗；
给家人或朋友打电话声称出车祸、
嫖娼被抓等需要钱为理由进行诈
骗；冒充中奖、充值等方式进行诈
骗

网络诈骗方式：盗取对方聊天
账号，然后与其好友进行聊天进行
诈骗；网上购物需要定金、网游、虚
假钓鱼网站等进行诈骗；购买电视
购物客户信息实施的电话诈骗

街头诈骗方式：街头小广告、
卖药等方式；街头遇到神医、算命
者等进行诈骗；使用外币、金元宝
等进行诈骗。

26日上午，为了提高市民们的
警惕性，莒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走上
街头开展了防诈骗宣传活动。“最
简单也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
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公安电话进
行咨询。”

盗取QQ密码

冒充家人行骗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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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后悔，但嫌疑人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案件破获后，民警缴获了一批作案工具，其中的玉器基本都是嫌
疑人从网上购买的廉价货。

这样的玉器其实并没有很大的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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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莒县民警走上街头，向
市民宣传防骗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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