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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就能戳穿的骗术竟屡试不爽

““王王警警官官””借借捞捞人人
骗骗走走七七万万多多

如果您家里有人因打架被处理，他就是能捞人的派出所民警；如果您有亲友
在监狱服刑，他就是能减刑、转监的副科长。2月24日，历下警方假扮女网友将冒充
警察招摇撞骗的王某抓获，而他身穿的警服以及警官证都是找人弄来的。

2013年7月，市民赵女
士通过一个QQ群与网友

“浩瀚警无边”相识。
“他的QQ空间、微博里

都有身着警装的自拍照，甚
至 还 有 去 各 地 办 案 的 照
片。”对于这个王警官，赵女
士并未怀疑，“他还说自己
在监狱管理局工作。”

正巧，赵女士还有个

亲戚在省内一监狱服刑。
而得知赵女士的情况后，
王警官打包票说，他可以
找关系将赵女士的这个亲
戚 转 至 济 南 的 监 狱 。不
过，需要赵女士花钱打点
关系。

对于王警官的话，赵女
士深信不疑：因为她和王警
官在网下见了几次面，对方

虽身着便装，但都是在监狱
管理局门口与她会的面。

于是，赵女士就按照要
求，陆续将七万多元打点费
交给了王警官。

可直到2014年1月底，
赵女士迟迟不见王警官兑
现承诺，而对方也开始玩起
了“人间蒸发”：手机、QQ都
联系不上。

“我们去监狱管理局发
现查无此人。”历下刑警三中
队的民警杨林说。接警后，他
们通过调查确认这个王警官
是假扮的，可唯一有用线索
只有对方留下的一个QQ号。

“我们就假扮女网友
主动与他联系。”历下公安
网警大队民警王良固在网
上以一名女教师的身份与

“王警官”联系，“起初，他很
警惕，不光询问了年龄、住
址、查看QQ空间，还要和我
电话联系查证。”

经过几次电话联系后，
“王警官”对这个“女教师”
逐渐放下戒心。

“我同他QQ聊天的同
时，身旁还有一名女民警随
时待命，以防他电话查证。”

民警王良固“揭秘”。
通过二十多天的网上、

电话联系，赢得对方信任后，
王良固抛出“诱饵”：自己一
亲戚打架被派出所处理，不
知道“王警官”有办法吗？

果然，“王警官”称自己
是解放路派出所民警，能捞
人出来，但需要“女教师”花
钱打点关系。

2月24日上午，王良固与
“王警官”网上相约在解放东
路一餐厅见面，“为迷惑他，
我们特意安排一女警身着便
装在餐厅门口等着。”

“他并未按点赴约，而
是说自己刚出差回来，回家
了一趟。”王良固说，而实际
上，狡猾的“王警官”在餐厅
附近偷偷观察了半天，确认
安全后才上前与女民警假
扮的女网友相见。

抓获“王警官”后，民警
得知，他姓王，老家菏泽，30来

岁，曾短暂在监狱管理局干
过临时工。2012年至今无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某
在老家假冒警官成功骗取了
他人钱财。尝到甜头的王某
就弄来警服，花钱办了假的
警官证，冒充警察招摇撞骗，

“抓获王某时，我们还从他随
身携带的皮包里发现了监狱
管理局第八次会议出席证，
这是他刚刚找人做的假证。”

“王某根据对方的要求
变换身份。”民警杨林说，像
遇上打架斗殴的，他就说自

己是派出所的；如果对方有
亲友在监狱服刑，他就变成
了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科
的副科长。

不过，民警表示，想要
戳穿王某的骗局其实也很
简单，只需要向他所自称的
单位打一个电话核实一下
就行。

目前，王某已被历下警
方刑拘，此案也在进一步调
查审理中。如果市民有遇到
类似的受骗情况，请尽快与
历下警方联系。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戚云雷 实习生

陈姿彦 ) “要是再晚回
半小时，火就着大了！”27日
下午3点左右，山大千佛山
校区一教职工宿舍内着火，
所幸住户及时回家把火扑
灭，才未造成人员伤亡。

“下午两点一刻，我正睡
着觉，突然被一股烧焦的味
儿熏醒了，我睁眼一看房子
上方四周有点冒黑烟，一会
儿黑烟就蔓延了整个房顶。”
家住山大千佛山校区教职工
宿舍9号楼的张女士说。

张女士赶紧让老伴儿去

二楼喊来电工康师傅。康师
傅先关掉电闸检查了一遍线
路，没发现问题。由于这栋教
职工楼是40年的老楼，康师
傅猜测可能是别人家着火，
烟从通道里传过来的。

由于暂时找不到着火
点，居民们报了火警，同时
决定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往
楼下搬，人也都下到一楼。

下午3点半，住在三楼
的王先生夫妇回来了。王先
生打开家门，发现屋子里浓
烟滚滚，大家这才知道是他
家着了火。

在大家的帮助下，王先

生先将电闸关掉，然后把窗
户打开，让浓烟往外散，同时
从外面提水救火。由于火着
得不大，很快就被扑灭了。

据附近居民介绍，住在
三楼的王先生夫妇是从去年
开始租住在这里的，做组装广
告牌的生意，平时就在自己家
组装。在王先生家，记者也见
到了很多烧毁的广告牌。“这
次火灾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家
用电量大，再加上电线老化造
成的。”附近一居民推测说。

“他夫妻俩要是再晚回
来半个小时，火就着大了！”
家住一楼的王先生说。

““居居民民楼楼作作坊坊””突突发发火火灾灾
所幸居民及时返回，未酿大祸

本报记者 尉伟 实习生 付小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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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假冒警官的照片。 本报记者 尉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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