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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雅雅骗骗””上上演演““私私人人订订制制””
假冒美术馆工作人员，以举办画展为名骗画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
伟 ) 1月1日晚上，明湖东路，一对
情侣因为琐事在车内撕扯起来。热
心路人报警后，110民警赶来制止了
双方，可当事人却问民警：“谁这么
多事，还报了警？”

1月1日晚9时许，市民张先生路
过明湖东路时，发现路边停放的一
辆黑色轿车车门大开，里面传出争
吵声。紧接着，一名男子想从车里出
来，却被车里的人拉扯住衣服拽了
回去，一连反复几次。

因担心男子出现意外，热心的
张先生连忙拨打了110。附近巡警迅
速赶来，上前一看，发现一男一女正
在车内撕扯。当即制止双方，但那名
女子却抓住男子的耳朵不放。经过
民警耐心劝解，女子才松手。

经查，民警得知，车内男女系情
侣关系。当晚，双方一起外出时，发
生争吵并撕扯起来。

由于男方脸上有多处抓挠伤，
民警询问其是否需要去医院检查治
疗，男子表示“不用了”。

事后两人还问：“是谁这么多事
儿报的警？”

线索提供人 吕先生 奖金
20元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孟
燕 通讯员 孙星 ) 2日上午，市
民韩先生在K96路公交车上丢失了
一个蓝色文件夹，里面有7000多元
现金，经过车队调度最终找回。

2日上午9点40分，K96路调度室
接到市民韩先生的求助电话，称上午
9点20分在泉城广场乘坐K96路公交
车，到经七纬二下车换乘4路公交车，
由于着急赶车将随身携带的蓝色文
件夹遗忘在K96路车上，里面有很多
重要文件，还有7000多元现金。

当班调度员高立新一边安慰着
急的韩先生，通过智能调度平台给
韩先生乘车时间段内车辆发送了寻
物信息。

半个多小时后，驾驶员刘刚拿着
蓝色文件夹来到站房，车队工作人员
打开检查，里面有很多文件，还有一沓
现金，韩先生说的东西都在。

不一会儿，韩先生赶到了K96

路车队驻地，取回蓝色文件夹，并表
示将带锦旗登门致谢。

情侣车内打架

路人报警被斥多事

7000多元现金

物归原主

电影《私人订制》中，一
名俗导求“雅”不成反严重过
敏 ，最 后 还 是 靠 美 女 这 一

“俗”才捡回一条命。而省城
在文化市场打工多年的男子
方诚 (化名 )不仅没有入行随
雅，反而为挣奶粉钱，冒充美
术馆或艺术中心工作人员，
以帮书画名家办画展为名，
诈骗六人八幅作品，获利一
万多元。

文/片 本报记者 尉伟

进入“雅”行

方诚，今年二十岁出头，
老家德州。

初中肄业的他文化程度
不高，经常在外以打工为生，
但说起省内不少书画名家的
作品、特点以及行情来，他却
头头是道。

“方诚一直混迹于文化市
场。”历下公安科院路派出所
副所长孙晓鹏告诉记者，有时
候，有些单位或个人想出画册
赚钱，就找画家约画；有的画家
也想通过出书进一步提高知名
度，则以画抵出版费。而方诚，
就在两者之间做一些搭桥或是
跑腿的活儿，挣点儿差价或是
劳务费。一来二往，他不仅对省
城一些书画名家有了了解，

“还混了个脸熟。”
不过，成天受丹青熏陶、

浸润并未让方诚雅起来。

暴露“俗”心

“结婚有孩子后，日常花
销比较大。”方诚交代，由于自
己工作不固定，打工挣的钱又
少，所以从2013年年初开始，
他一直在找寻“挣钱快”的门
路。

一次上网，方诚偶然看到
“有画家被人以约稿展出的名
义骗走作品”的案例后，很受
启发。

“他觉得自己在文化市场
打工多年，有这方面的便利。”
孙晓鹏说。

通过网络搜索了众多“怎
样骗取画家作品”的案例后，
方诚“总结”，自己可以打着美
术馆或是艺术交流中心的幌
子，以约稿展出并提出可以支
付一定稿费的名义联系书画
家，对方同意，就拿着自己制
作的假邀请函去取画，然后转
手获利，“多年的经验告诉他，
有的书画家喜欢参加展出，有
钱赚还能提高知名度。”

以“雅”行骗

2013年3月，方诚冒充威
海某艺术交流中心工作人员，

以举办书画作品展、展后退稿
的名义骗走张先生一幅书法
作品。所谓的官方邀请函，不
过是他花五块钱在路边店打
印的，公章也是通过制图作上
去的。

“这幅作品，他仅支付了
1000元的稿费，但一转手就
获利2000元。”办案民警说，

“方诚觉得支付稿费能提高
可信度，容易让对方上当。”
每次找书画家约稿时，方诚
都会先考察一下对方作品的
市场行情。

“他要据此确定稿费的
高低，一般是低于市场价两
三千元。”民警揭秘，如果稿
费定得过高，方诚再转手就
赚不到钱；定得太低，有些书
画家不愿意参展，他就骗不
来作品。

2013年3月至今，方诚冒
充青岛、威海、泰安三家单位
的工作人员骗走了省内六位
书画名家的八幅作品，获利一
万余元。

栽在“贪”上

为防事情败露，方诚绞尽
脑汁，每次与书画家电话联
系，他都是用假名、假单位，电
话卡用完就扔；每次取画，他
都是花50元让中介找学生上
门去拿，自己则对学生谎称是
约稿的编辑。

骗来的钱，方诚都用于自
己和家人的日常开销，缓解了
生活压力的同时他更加贪心，
这让他最终栽了跟头。

2013年12月25日，方诚冒
充青岛一美术馆的刘森骗走
王先生的一幅画作，获利2500
元。可他并未收手，一方面认
为赚少了，一方面觉得对方

“易说话、好骗”。
于是，方诚以“画作丢在

出租车上、无法交差”为由，再
度向王先生索画，出于同情，
王先生应允，可其家人却有所
警觉。

12月26日约定取画，因学
生上课、雇不到人，方诚不得
不亲自出马。结果，一进王先
生家，他就被科院路派出所的
民警抓了个正着。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
查审理中。

方诚在路边店花五元钱打
印的邀请函。

本报记者 尉伟 摄

“我们抓获方诚时，除
了王先生外，其他几名书画
家仍蒙在鼓里并未报案。”
民警说，其实方诚的骗术不
复杂，戳穿很简单，“一个电
话就行。”

孙晓鹏说，王先生的家人
就是通过电话向青岛的美
术馆求证得知，对方从未举
办过类似画展，更没刘森这
个人。

“书画家或其家人遇到类

似的情况，只要根据对方提
供的单位名称，先通过114查
号台获知电话，然后询问一
下是否有此类活动或是此
人，即能分辨真假。”民警提醒
道。

一个电话就
能戳穿骗局

警方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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