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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名嫌犯郑贤聪自首

徐徐玉玉玉玉被被骗骗猝猝死死案案
六六嫌嫌犯犯全全部部落落网网

全家人住在
毛坯房子里

1990年出生的郑贤聪，户
籍地是福建省永春县达埔镇
达山村837号。28日，记者赶到
达山村探访。

达山村四面环山，全村人
口不到800人，多数年轻人常年
外出务工，只剩留守村庄的老
幼百余人，来照管稀少的田地。

根据村民指引，沿着蜿蜒
的盘山公路走了约7公里，一
幢二层的红砖独立小楼映入
眼帘，这就是郑贤聪家。

郑家的房子靠山而建，二
层混凝土浇筑的房子还未完
工，这与其他村民三四层褐白
相间的瓷砖楼房形成了鲜明
对比。

尽管房子没完工，室内也
未装修，但人已经住进去了。
记者走进后发现，家中没有什
么像样的电器，一台落地扇锈
迹斑斑，还有一台冰箱。

正值午饭时间，郑贤聪的
父亲郑文才（音）端着几碗菜，
放在木头架起的板子上，权当
是简易餐桌，三个小孩和他围
坐下来，一起吃饭。

据村民介绍，郑贤聪小学
三四年级就辍学在家，不爱说
话，也不愿干活。另一名村民
称，郑贤聪长大后外出打工，
现在有三个孩子，而他和妻子

常年在外，孩子则与老人一起
在老家生活。

一直以为
在做水龙头铸件

邻居介绍，三天以前，警
方就到访过郑家，虽然村民不
知详情，但从郑家人的表情可
以看出，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让本就不爱言谈的郑文才，
近几天情绪越发低落，见人都
不说话了。

邻居还说，郑贤聪近几年
很少回家，只听说在福建南安
市做水龙头铸件，工作相对稳
定。但村民三年前就怀疑其在
外干电信诈骗，因为他打工回
家后总带安溪县的朋友到家
喝酒，“神神秘秘”。

达山村紧邻安溪县，而安
溪县因电信诈骗高发，早在十
年前，就被外界称为“诈骗之
乡”。村民们表示，郑贤聪与安
溪人来往紧密，肯定干不出什
么正事。直到这次公安部发了
通缉令，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郑
贤聪的照片，他们终于确认他
真的在干诈骗这活儿。

邻居们证实，迫于警方追
捕的压力，27日晚12时，郑贤
聪在村干部和家人的陪同下，
前往当地警方处投案自首。至
此，案发9天后，徐玉玉被骗
9900元学费后猝死案中，涉案
嫌疑人陈文辉、郑金锋、陈福

地、熊超、郑贤聪、黄进春等6
名A级通缉犯全部到案。

六嫌犯
最高可被判无期

既然6名诈骗嫌疑人落网
了，他们将面临何种刑罚？

根据刑法，诈骗公私财物
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
即构成诈骗罪，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011年，最高法曾出台司
法解释，明确规定利用短信、
网络等手段诈骗不特定多数
人可以依照刑法从严惩处。还
规定未遂案件，有发送诈骗信
息5000条以上，拨打电话500
人次以上，为刑法266条规定
的严重情节、数量达到上述数
量10倍的为“特别严重情节”，
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在徐玉玉一案中，虽然诈
骗金额不足1万元，但最终导
致徐玉玉心脏骤停死亡，造成
了严重的后果，有律师表示，
应该对犯罪嫌疑人从严处理，
最高可判无期。

据新华社、新京报

记者２８日从福建警方处获
悉，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徐玉
玉被骗猝死案中，最后一名在
逃的公安部Ａ级通缉令嫌疑人
郑贤聪向警方自首，目前该案６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从26
日三名嫌疑人落网，到嫌犯郑
贤聪的自首，用了三天时间，此
案从案发到嫌犯到案用了9天
时间。

电信诈骗者长这样

根据电信诈骗的大数据，熟悉互联网的“90后”年轻
人正成为主要的作案群体

典型

作案者

●年龄：20多岁
（1990年后出生）

●口音：一般
操不标准的南
方普通话

● 途 径 ：电
话、短信和网
络

●常用号码：
4 0 0、1 7x开头
号码，或者假
冒运营商客服
电话

●发送信息：电话仿
冒公检法、仿冒熟人
及亲友、仿冒网上购
物等

●活跃时间：
一天的两次高
峰分别出现在
上午的1 1点、
下午的4点左
右

●活跃日期：
法定假日、寒
暑假，还有双
11/双12

●目的明显：
通常3-5句话
就提出汇款要
求

作案者年龄分布

90后

占80%以上
其他年龄段

400、17x号码是作案者常用号段

电话

69 . 71%
短信

0 . 30%

网络

29 . 99%

400号码

37%

17x号码

25%

海外号码、网络电话
及其他

11%

仿冒运营商
客服

27%

仿冒公检法、网上购物诈骗严重

38 . 22%
11 . 75% 10 . 61% 9 . 91%

6 . 65% 6 . 42%

16 . 44%

电话仿冒

公检法

电话仿冒

客服

电话
（短信）

诈骗

网上购物

诈骗

网上商业

投资

网上仿冒

熟人

中奖、
补贴

及其他

中老年男性最易受骗

资料来源：《2015反信息诈骗大数据报告》

40岁以上中老年人对互联网环境陌生，容易轻信各
类诱骗信息，在损失超过5万元的诈骗案件中，40岁以上
中老年人占比超7成，其中尤以男性居多。

44 . 92%

50岁以上 40-50岁 30-40岁 20-30岁 0-19岁

25 . 93% 18 . 50%
9 . 53%

1 . 12%

■整治电信诈骗

“徐玉玉事件”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记者调查发现，电话扰
民每天都在发生，不少电信诈
骗犯罪就“藏身其中”。

“每天至少50个骚扰电话，
这还不包括被手机拦截的，贷
款的、开发票的、卖店铺的……
什么样的都有。”南昌某公司负
责人晏某说，通过手机卫士软
件，他对来电标记上“骚扰”“诈
骗”“房贷”等标签，“这样下次
同一个号码打来就能直接挂
掉。”但他困惑的是，不少号码
已被其他用户标记为“骚扰”高
达上万次，为何还能拨出来继

续骚扰他人？
记者调查发现，电话骚扰

很大一部分来自网络电话和虚
拟号段。对于一般性的骚扰电
话，江西省通信管理局市场处
工作人员表示“苦于没有执法
依据”。“以前有运营商尝试关
停被投诉较多的号码，但对方
却以‘我付费我使用’为由表示
抗议，就再放开了。”

通信行业业内人士称，对
于一般的固话和手机电话，运
营商或许不便监管，但对于网
络电话骚扰，相关部门技术上
完全有能力“管死”。“网络电话

是用IP协议，是开放的，而通信
运营商用的是7号信令，相当于
专用通道。”他表示，现在市场
上有很多改号软件，但改动了
的号码到达电信运营商的交换
机之后，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关
键是运营商愿不愿管控。

对于电话骚扰频发的虚拟
号段，通信行业业内人士透露，
虚拟号段之所以实名制贯彻不
力，主要是涉及虚拟运营商的
经济利益，“虚拟运营商的号码
资源相当于从通信运营商那批
发过来，卖不出去就亏了。”

据新华社

标标记记上上万万次次，，骚骚扰扰电电话话仍仍能能扰扰民民
业内人士：不是管不了，是运营商不愿管

葛新闻延伸

郑贤聪（中）向警方自首。

据央视新闻

电信诈骗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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