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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包小小姐姐””野野广广告告名名为为招招嫖嫖实实为为诈诈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要洁身自好，切勿汇款

记者暗访>>

要见美女先交定金

为了弄清楚“包小姐”野广告是否存
在诈骗行为，16日，记者委托一名男士拨
通了“包小姐”广告留下的联系电话。

电话接通后，一名带有商河本地口
音的女子与记者交谈起来。听到有人寻
求“特殊服务”，这名女子开始介绍价钱。
这名女子表示，她那里有17-25岁的多
名女子，个个年轻漂亮，可供顾客自由挑
选。“每小时的服务价钱在100-200元不
等。如果包夜的话，20岁以下的小姐500
元，20岁以上的300元。”

简单介绍之后，这名女子让该男士到
百大超市，到地后给她打电话，会派一名穿
粉色上衣的小姐去那里接人。男子过了20
分钟给这名女子打电话，这名女子又让男
子前往对面的农行，到了农行再打电话。

20分钟后，暗访男子又拨通电话，告
诉这名女子已到农行。此时该女子在电
话中让暗访男子先表示出“诚意”来，因

为是首次“做生意”，且这种“生意”有些
“小小的违法”。

“以前被骚扰电话打怕了，为防止有
人捣乱，必须先交定金再见面。”这名女
子要求先向指定农行卡号上汇上定金，
才能见面。比如500元可以先付200元，剩
下的见面再细说。

过了几分钟，该女子用短信发来一
个农行卡号6228480020919699817，开户
人金海。记者通过查询了解到，该女子的
手机号码归属地为河北省邢台市，开户
行在天津市。

随后，暗访男子又拨打另一张“包小
姐”广告上的联系电话，结果发现，通话
过程与上述如出一辙，均为先让到农行
等人，然后以各种理由要求汇200元或者
数百元不等的“定金”，整个过程中，暗访
人员均没有见到真人，只是通过电话联
系。

街头调查>>

“包小姐”野广告泛滥

近日，记者在商中路由南向北的花
坛处发现数张“包小姐”的小广告。这
些广告散落贴在花坛上，有些已经被
撕去了一大部分，在残留的小广告上
面不仅有衣着暴露的美女靓照，还写
有“17到25岁，上门服务，包您满意”等
露骨的色情信息，广告上还留有手机
号码。

从文昌街沿商中路走到青年路路
口，记着又在线杆上发现“包小姐”的小
广告13张，都张贴在离地约1米半的高
处。每张小广告都有4张名片大，“包小
姐”三个字十分醒目，上面印有年轻女子
的形像，个个面容姣好，做着勾魂的动
作，分别标着“学生妹”、“白领”、“模特”，
均留下了联系方式。

正在清除这些小广告的环卫工人介

绍，这些小广告都是一夜之间张贴上去
的，只要他们看见，都会把自己负责的卫
生区域小广告清除干净。

“没见到是谁张贴的，应该是晚上人
少的时候偷偷贴上去的。”市民张先生告
诉记者，家门口的电线杆上就有这种不
雅的小广告。他孙子正在上小学，正处于
懵懂无知的阶段，有时孩子问起“包小
姐”的野广告，他竟不知如何回答。为此，
他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把家附近这样
的小广告清除干净。

在财富广场附近的墙壁上，南北两
侧路边也留下了“包小姐”的小广告，用
黑色涂料直接在墙面上留下了电话号
码，这样广告既不怕撕，又不怕风吹雨
淋。南侧路边留的是“1503089XXXX”，
北侧路边留的是“1833393XXXX”。

近日，市民张先生给本报“有事您说”打来电话反映，在街头、电线杆、厕
所等地方不时能看到张贴的包小姐广告，配上香艳的图片，留下联系方式,
十分影响市容。16日，记者暗中调查得知，这种色情广告表面上是卖淫，实则
是骗人的陷阱。商河县公安局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洁身自好，面
对汇款等情况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本报记者 邢敏 实习生 张文彬

张贴在线杆上的“包小姐”。.

商河县公安局一民警告诉记者，“包
小姐”是一种骗局，切勿轻信此类的小广
告。

该民警详细介绍了此类野广告的骗
入伎俩。“首先是在街头广贴美女图片诱
惑男性；其次，当对方上钩后会以第一次
交易为由要求先汇服务费，表示只要汇
钱马上就派人来接；电话要求再次汇款，
数百元的保证金，见面退还，但只要汇
出，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这种“包小姐”广告和“办证”的广告

套路一样，是一种先交“定金”诈骗的新
形式。如果当事人按照卡号汇款后，再拨
打电话就会无人接听。

“由于所留电话和汇款账户均属外
地，且银行开户信息多为虚假信息；加之
诈骗金额较少，且涉及隐私，碍于脸面，
受骗者通常不报案，因此给查处带来一
定困难。”该公安民警称。

对此，公安民警提醒说，市民要洁身
自好，切勿轻信”包小姐“野广告，更不要
盲目给陌生账号汇款。

警方回应>>

“包小姐”骗局切勿相信

送人遭嫌弃 捐赠无门路

家家中中旧旧衣衣成成““鸡鸡肋肋””
近日，商河市民宋女士给本报“有事您说”打来电话反映，最近

家人很久不穿的旧衣服不知如何处置。之前曾想送人，但接收人嫌
弃是穿过的衣服，并不买账。想要捐赠，但是又不知需要何种流程。
对此，记者了解到，商河县暂时不接受废旧衣服的回收。市民如想捐
赠，可以自费捐往偏远地区。

本报记者 邢敏

很多市民家里的旧衣服，不知如何处理。

双十一期间，市民宋女士在网
上一口气买了数件新衣服，这两天
快递公司陆续将衣服送来。跟许多
爱美的姑娘一样，宋女士家中的五
门衣柜里，满满当当全是她一个人
的衣服。但她在清理衣柜时，清理出
很多“不愿再看第二眼”的六七成新
的衣服。但如何处理这些旧衣服让
她犯了难。

家住鑫源小区的尚女士告诉记
者，她家的阳台上曾经堆放着许多
家人不穿的鞋子和旧衣服 ,有些还
很干净,但是不知道咋处置。

“如今生活都好了，送人害
怕别人嫌弃。要是不送人，只能
扔到垃圾箱里，看着挺好的旧衣
服扔了，心里真有点舍不得。”尚
女士介绍。

与尚女士有同样困扰的人不在
少数 ,由于产后发胖 ,张女士也遇到
了类似的麻烦。

“前几天家庭大扫除时整理出
一堆旧衣服 ,款式样子都很可爱 ,但
是因为自己胖了，穿不上了。”张女
士表示，过去送给乡下亲戚，人家开
心得不得了。但如今连句“谢谢”都
换不来，还经常遭人嫌弃。无奈之
下，她只能把衣服收集起来，继续闲
置在衣橱或者丢掉。

对于大学生李阳而言，只要是
自己穿过的衣服，就不会再送人，除
非是刚买来还带着标签 ,自己不适
合 ,才好意思送给别人。“我计划把
穿过的八九成新的衣服挂到网上甩
卖 ,看看有人识货吗？如果卖不出
去，就只能扔了。”

废旧衣服闲在衣橱 无法处理成了累赘

在外地上大学的李敏在网上看
到贫困山区孩子的照片就心酸。
2014年，她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云
南贫困山区的捐献地址，就把自己
不用的衣服和图书捐赠了出去。

“我邮寄的东西不少，也不值多
少钱，但邮费还挺贵的。只是我到现
在也没收到回信，不知道山区的孩
子们收到了吗？”李敏说，虽然网上
发布的信息有可能是假的，她也不
知道孩子们有没有收到她寄出的物
品，但她还是会坚持献爱心。

市民王女士面对家里的一堆旧
衣服，一脸无奈地说：“本想捐赠贫
困地区，但是很难。贫困地区一般信
息不灵，运输也不便，我还得倒贴运
费。”

记者了解到，虽然网上有很多
旧衣服的捐赠地址 ,但是其真实性

无从考证，或是相关信息没有更新，
市民很难将衣物捐出。由于偏远地
区邮费普遍偏高，动辄以百元为单
位的快递费也让很多普通工薪阶层
望而却步。

商河县邮政速递一位投递员告
诉记者 ,新疆、西藏1公斤运费要24

元,广东、广西一公斤是21元。
记者在商河县民政局慈善办公

室了解到，由于人员和设施的不完
善，目前在慈善方面，想要捐赠，只
接收现金和新的物资，并不接受旧
衣服。

“慈善部门一直很感谢市民的
爱心，也鼓励大家献爱心。但由于设
施的不完善，送来的衣服可能会带
有传染病，我们没办法进行消毒处
理，成本太高了。”慈善办公室工作
人员说。

县城没有捐赠点 自费邮寄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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