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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玉案3嫌犯来自福建泉州安溪县

““电电信信诈诈骗骗之之乡乡””的的暴暴富富与与焦焦虑虑

诈骗犯不乏90后
有家长认为“只是打工”

徐玉玉案的6名嫌犯均为
80后，其中有3名是90后。在安
溪的诈骗团伙中，不乏年轻人。

2012年3月，泉州、惠安两
级警方联手破获大型电信诈骗
团伙，抓获19名成员，其中17人
来自安溪长坑，大多为“90后”，
而女孩子占了一半。在相关民
警和干部看来，在诈骗氛围未
彻底消除的情况下，诈骗带来
的暴利驱动，对一些缺少致富
才能却怀有“暴富梦”的年轻群
体，依然极具诱惑力。

早年长坑及另外的几个乡
镇，曾因短信诈骗而闻名，一些
村庄，全家人专门从事诈骗的
也不鲜见。近年来，伴随茶叶经
济发展和公安机关严打，以骗
谋生的人锐减。但还是有不少
人铤而走险。

长坑珊屏村一村干部说，
村里人均拥有茶园1亩多，正常
年份下，一亩茶园能收入五六
千元。村民守着几亩茶园为生，
没有其他增收途径。很多年轻
人初中毕业后，只是帮家人种
制茶。种制茶单调枯燥，不少年
轻人受不了，终日无所事事。诈
骗“投入”少，“回报”多，来钱
快，刺激了犯罪嫌疑人的“冒
险”精神。

个别嫌疑人家属甚至认
为，孩子替人“取款”、“打打电
话”，只不过是打工，不是什么
太大的“坏事”。

“职业取款人”抽成10%
货车司机为钱“变身”

徐玉玉案嫌犯、19岁的熊
超从小随父母在泉州生活。初
中肄业的他加入到这个电信诈
骗团伙时间很短。在这个诈骗
团伙中，他是“取款人”的角色。

也许是因为法律意识淡
薄，在因诈骗落网的安溪人当
中，不少人充当“职业取款人”
的角色。熊超交代，在福建省安
溪县有完整的电信诈骗产业
链，费用分成的多少是根据这
个产业的行情。

“职业取款人”中也不乏夫
妻档，如黄阿根、林秀棉夫妇。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安
溪人黄阿根与境外电信诈骗集
团相勾结，沦为电信诈骗的“专
职取款人”。仅黄阿根等人组成
的取款团伙，在案发时就已经
涉案1300多万元。

黄阿根是安溪魁斗镇蓬庭
村人，原本在安溪开货车搞运
输，后与妻子林秀棉到厦门同
安区谋生，一时没有工作。

2011年底，黄阿根从同乡
处得知“赚钱路子”——— 帮实施
电信诈骗的团伙领取赃款，工
作轻松，赚钱快。

黄阿根每天按照上家指
示，在被害人汇款到指定银行
卡后，迅速将所骗钱财转移。提
款成功后，他提取其中10%作
为报酬，并将余款以现金交付
或转账的方式输送给上家诈骗
集团。黄阿根的妻子林秀棉也
参与进来。他还把“90后”安溪
老乡黄正龙发展为“小弟”。

“以诈骗罪判处黄阿根有
期徒刑十四年，判处林秀棉有
期徒刑十年，判处黄正龙有期
徒刑七年……”2014年4月17
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以黄阿根为首的犯罪团伙
作出宣判。

曾受台湾地区影响
诈骗短信一天发百万条

安溪县诈骗术的渊源，可
以追溯到清朝，当地用镀银的
材料制作假银元成风，清政府
还专门彻查过。1970年代末，故
技死灰复燃，乡里就有人制作
假银元，或以牛骨冒充虎骨行
骗，还出现过其他行骗方式。

“安溪背上‘骗子之乡’‘盛
名’，却是在祸害全国的短信诈
骗流行之后。”安溪一位退休干
部曾表示。

2003年至2005年，是短信
诈骗发生的高潮期。一部手机、
一部短信群发器、一张银行卡，
一个月就可骗上万甚至几十万
元，一些人迅速投入到这一“暴
利产业”。这些人集中在安溪长
坑乡和魁斗镇。诈骗受害人则
遍及全国各地。

受台湾地区犯罪分子的影
响，安溪成为全国最早出现电
信诈骗犯罪的地区之一。

福建与台湾一海之隔，是
著名侨乡。台湾有200万人祖籍
安溪，在过去破获的诈骗案中，
不少骨干成员均为台湾人，聘
请的“打手”多来自安溪。远至
印尼亦有20万安溪人，由同乡

介绍“入行”的人比比皆是。
安溪一县委领导曾介绍，

绝大多数的诈骗者集中在该县
魁斗镇和长坑乡。设在魁斗镇
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经是

“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安溪
县移动公司的一份内部统计资
料显示，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
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
达上百万条之多。

难赢的“诚信保卫战”
数月前成立反诈骗中心

安溪人的“诈骗”帽子由来
已久，守法的安溪人对此非常
无奈。长坑乡、魁斗镇屡有诈骗
集团被捣破。“长坑都有名啦！
长坑就是你走进去，就‘长’期
被‘坑’！”一名安溪人自嘲说。

早在2006年，安溪县一位
主要负责人受访时就表示：“事
关地方的诚信形象和可持续发
展，我们没理由不对诈骗严厉
打击。要根除这种以现代通讯
手段作案的诈骗活动是艰难曲
折的，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前所
未有的诚信保卫战。”

打击和整治电信诈骗犯
罪，是安溪县公安机关一项重
要任务。近年来，这个闽南山区
县，类似的打击整治开展很多
次。当地公安机关负责人接受
采访时称，当前，安溪的电信诈
骗犯罪手段出现了升级、变化，
不法分子通过收集受害者信息
资料，有针对性地设计骗局，使
用他人身份证开设银行卡转
账，利用无记名上网卡实施诈
骗等，犯罪更加隐蔽，打击难度
加大。

2016年4月26日上午，安溪
县反诈骗中心举行揭牌仪式，
公安、银行、通信运营商将携手
合作，最大限度挤压电信诈骗
违法犯罪空间。据介绍，打击整
治电信诈骗犯罪事关安溪发展
大局，安溪县委、县政府历来高
度重视、态度坚决，始终保持严
打高压态势，取得一定成效。

据泉州晚报、瞭望东方周
刊、人民法院报、新京报等

葛相关链接

全全国国77大大电电信信诈诈骗骗基基地地
各各有有各各的的坏坏招招

除了福建安溪这个“老牌”电信诈骗重灾区，还有7个地
区被列为全国第一批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重点地区。
在骗术方面，他们各有套路，坏招百出。

广东茂名电白区：

假冒熟人和领导诈骗

近年来，因为集中输出过大量电信诈骗人员，广东电白
曾一度被戏称为“电信诈骗第一县”。他们诈骗的招数主要
是假冒熟人或领导，找各种借口让受害人汇款。在抓获的电
话诈骗嫌疑人中，年龄大多在18岁至30岁之间。“电话诈骗
来钱太快，就像毒品一样，越吸越上瘾，难以自拔。”一名20
岁的电话诈骗嫌疑人曾如此现身说法。

海南儋州市：
曾骗过林丹妻子

海南儋州诈骗团伙常见的套路是“机票退改签诈骗”。
去年８月，羽坛名将林丹的妻子谢杏芳就遭遇了这里一些不
法分子设的骗局，银行卡里的45635元被转走。所幸警方根
据银行取款机上的录像循线追踪，在儋州将邓氏叔侄抓获。
儋州约有60%的“作吃仔”（诈骗犯）从事机票退改签诈骗，
全国约90%的此类案件被儋州“承包”了。

江西余干县：
重金求子诈骗

江西余干县石溪、团林李家两个村不少村民专以重金
求子进行诈骗，有的全家上阵。受害人以大龄单身男子为
主。当地不少人不以为耻，甚至羡慕诈骗分子一夜“暴富”。

“我一个同学，夫妻两人都在央企上班，年收入60多万元。有
一年回去过年，父亲竟呵斥他，大学白上了，村里小学没毕
业的人靠诈骗一年都能赚100多万。”余干县一名警察说。

广西宾阳县：
QQ诈骗，周入亿元

宾阳诈骗的手段主要是QQ诈骗，诈骗犯罪者也都是一
群年轻人。最高峰时，曾传出一个星期就有1亿元转到宾阳这
里，银行的提款机经常出现钱被取空的情况。全国30多个省市
区几乎都有民警到宾阳请求对电信诈骗案件协作侦办。

宾阳的诈骗全国知名，最近大家普遍反映强烈的就是
170和171这两个号段的诈骗行为，而宾阳警方今年关停170/
171号段可疑虚拟号码124640个。

湖南双峰县：
PS裸照敲诈干部

在双峰县从事诈骗的名目很多，无抵押贷款、买卖走私
车、买卖枪支、迷药、收房租等都成为诈骗原由。而让双峰县

“名声大噪”的是PS诈骗：将官员的头像与裸露的女孩通过
软件拼接，伪装成艳照装进信封，发给党政干部进行敲诈。
据不完全统计，双峰从事此项犯罪活动的人曾数以千计。

河北丰宁县：
冒充黑社会诈骗

河北丰宁县骗子的套路毫无技术含量，就靠一张嘴斗
狠。学会东北话，然后通过网上购买个人信息，了解对方家
人的情况，冒充“东北黑社会”四处拨打电话。动不动就说要
对受害人挑筋断骨、卸条胳膊打断腿，甚至以伤害其亲人进
行威胁恐吓。这往往触动受害人最无法抗拒的敏感神经，他
们会毫不吝惜地花钱消灾。

福建龙岩新罗区：

淘宝族的噩梦

这里的诈骗分子主要套路是网络购物诈骗。诈骗分子
通过“号商”获取网购客户订单信息资料，然后拨打买家电
话，冒充客服诱导买家去钓鱼网站填写信息，获取买家支付
宝或网银账号，骗取验证码后完成转账或购买操作。

可以看到，这些形成诈骗基地的地方经济并不发达，而
诈骗因为成为一条“致富”之路，使得众多人去跟风，互相帮
扶形成“产业链”。再加上电信诈骗量刑较轻，受害者与罪犯
不在同一地区，取证费时费力也费钱，这是目前国内破解诈
骗案的痛点所在。 据法制网、南风窗、界面新闻等

陈文辉老家本分的村民多以种茶为业。

徐玉玉案的头号嫌疑人陈文辉是福建安溪县白濑乡下镇村人，他简

陋的家里堆满杂物。

徐玉玉案的六名嫌犯中，
五名嫌犯均来自福建泉州市，
其中三名来自泉州安溪县。另
一名户籍在重庆的熊超自小也
在泉州长大。

有“茶都”之称的安溪县是
中国乌龙茶之乡、铁观音发源
地。但使安溪“名扬天下”的却
是诈骗。近些年来，不少人特别
是年轻人难抵诱惑，走上电信
诈骗的犯罪道路，让原本淳朴
的茶都成了世人眼中的“电信
诈骗之乡”。更多淳朴本分的安
溪人打响了“诚信保卫战”。

■整治电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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