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8月30日讯(记者
谢晓丽) 30日一早，龙湾小

区的业主张女士接到邻居来
电，说她放在龙湾北门外停车
场的轿车车玻璃被砸了，邻居
根据车上留的电话联系到她。
记者了解到，同时被砸的还有
一辆车，车内部分现金银行卡
被盗。

“昨天晚上10点多，我把车
停到小区外面的停车场，今天
早晨八点左右小区邻居根据留
在车上的电话联系到了我，说
我的车玻璃被砸了。”张女士赶
紧赶往停车场发现，停车场内
的另一辆车也被砸了。张女士
介绍，这是她第一次将车停在
该停车场，原来都是停在小区
外的道路上。

上午8点30分左右，记者来
到停车场发现，张女士的奥迪

轿车右后玻璃全被砸了下来，
掉在车内，旁边有很多碎玻璃
渣，车内的手箱、储物格都被打
开了。“幸好没放什么贵重物
品。”张女士说，她大约丢了百
十元现金。

而停车场内的另外一辆大
众朗逸轿车右前方玻璃被砸得
粉碎，车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车主也很郁闷。“我的行车记录
仪、几百元现金、卡包等全被偷
走了。”这位车主说，卡包里有
若干银行卡，还有身份证等重
要证件。“不止如此，两辆被砸
玻璃的轿车上面都标记了记
号，我的右后车玻璃上画了一
个三角形，奥迪的右前玻璃上
画了几个竖线，这应该是他们
的暗号。”

经常在此散步的一位市民
告诉记者，这一个多月，这停车

场有好几辆车都被砸了。“上次
是一个大面包车，再上次是一
辆越野车……听说，那个越野
车内丢失的东西价值得一万
多。”不止如此，去年的时候这
个停车场的公厕也被盗了，小
偷偷走了饼干、白酒等物品。

这位市民告诉记者，现在
龙湾小区正在进行停车改造，
没有停车位的车辆进不去，市
民只能把车停在外面，但停在
外面的道路上老被贴罚单。一
到晚上，龙湾小区至摩天轮段
的湖滨路都停了不少车，该路
段监控不多，很危险。

这两辆车的车主都已报
警，民警提醒市民，晚上尽量避
免在偏僻路段停车，车内不要
存放手机、电脑、现金、包等贵
重物品。

太太猖猖狂狂！！一一夜夜之之间间两两车车玻玻璃璃被被砸砸
事发龙湾小区北门外停车场 一个多月来已有多辆车遭殃

本报聊城8月30日讯(记
者 郭庆文 通讯员 马庆
斌 钱苗苗) 近来，已报道
多起压面机卡手的事故，8月
30日早上5点多，位于聊城市
花园路北头和北外环交接丁
字路口，一名店主在制作面
食过程中，手被卷入压面机
内，最终聊城消防柳园中队
官兵到场将其解救出来。

十分钟后，消防官兵到
达现场，经侦查发现：受困
人员为面食商铺个体户工
作人员，在使用压面机压面
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导致手
被卷进压面机无法拔出，血
流不止，由于疼痛难忍，豆
大的汗珠布满额头。现场情
况十分紧急，所幸店内其他

员工及时断电，才未造成进
一步的伤害。

了解情况后，指挥员当
机立断下达救援命令，先利
用无齿锯对压面机护罩进
行破拆，然后用扳手对压面
机齿轮进行拆除，经过二十
多分钟紧张有序的救援，消
防官兵成功将被困人员救
出，并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
的检查治疗。

压面机、绞面机卡手事
故中，除了当事人疲劳、注
意力不集中等操作因素外，
机器的陈旧、缺乏防护也是
一大主因。据了解，导致事
故发生的机器大多使用多
年，缺乏防护板，或者防护
板损坏无法发挥应有的作

用。对此也提醒该行业工作
人员，在作业之前，应对设
施的安全性进行完善。工作

人员操作机器时，要集中精
神、谨慎操作，避免因操作
不当造成伤害。

疼疼！！操操作作压压面面机机不不当当手手被被卷卷入入
受困男子血流不止，消防破拆机器救人

本报聊城8月30日讯(记
者 李军 通讯员 宋金
秀) “前几天我接到诈骗电
话，去银行给骗子汇款，幸
好被柜员拦下来了，要不然
12万元就没了。”8月29日，
聊城东昌府区的赵先生致
电本报热线称，他被骗子忽
悠的差点上当，幸亏被银行
人员阻止，他亲自写了一封
感谢信对大楼邮政支局表
示感谢，并通过自己的事情
提醒更多人不要上当受骗。

29日，记者来到大楼邮
政支局了解到，赵先生是大
楼邮政支局的老客户，22日
一早，他拿着6张未到期的存
折来到大楼邮政支局要办理
取款、转账业务。老人声称外
甥在外地需要买房子，急需
用钱。为他办理业务的是柜
员付玉洁，看到老人神色慌
张，说话十分紧张，付玉洁不
自觉的提高了警惕。

“当时这位老人手里一
共 有 6 张 存 折 ，总 金 额 是
13 . 7万元，其中12万元转给
外地账号，剩余的钱存成定
期。”付玉洁告诉记者，经过

查询，当知道老人要将这么
一大笔金额转到外省账号，
她的警惕心理更强了，反复
询问老人这笔钱的用途。

“你们不用管这笔钱
干什么，你们就给我转就行
了，快点的，家里的电话还
等着呢……”老人急躁地说
着。老人的话更加引起了付
玉洁的疑心。为避免老人上
当受骗，付玉洁在系统里查
询到了汇款对方账号的联
系电话，几次拨打始终无人
接听，且证件号码属于外
地。付玉洁根据种种可疑迹
象，再次断定老人确实上当
受骗了。但是无论怎么劝
说，执拗的老人依旧坚信没
有上当，要让付玉洁立即办
理转账业务。“这位老人脾
气很拗，怎么说也不听，没
有办法，当时给老人委婉地
说，大额转账需后台授权，
先把老爷子安抚住，我悄悄
给保安递了一张纸条，让保
安先报警。”付玉洁说道。

不一会儿，民警来到大
楼支局，但与赵先生沟通未
果，老人还要求到家里核实

此事。下午1点左右，付玉
洁、支局理财经理和民警来
到老人家里，恰巧对方打来
电话，民警接听后，对方一听
不是赵先生的声音，便把电
话挂了。赵先生多次拨打过
去，对方接起电话并不作声，
民警告诉老人是上当受骗
了。看到此景象，老人才说出
实话，原来前阵子他身份证
丢过，前些天有人打来电话
说，老人牵扯到资金案件，有
个行长已在重庆被捕，中央
和法院都打电话，打过去钱

便可以保平安，不然就要来
家里抓人。在付玉洁和民警
反复劝说下，老人终于冷静
下来，意识到自己被骗。

“孩子，多亏了你呢，要
不 然 我 这‘ 棺 材 本 ’都 没
了。”下午4点多，赵先生再
次来到大楼支局，脸上充满
了笑容，手里还拿着一面锦
旗和表扬信。付玉洁笑着
说：“大爷，您攒这么些钱也
不容易，以后要提高警惕心
理，不要随便向陌生人转
账。”

老老人人接接诈诈骗骗电电话话 执执意意汇汇款款1122万万元元
幸亏银行人员及时拦下并报警，经过反复劝说老人终于醒悟

老人为银行送去锦旗和表扬信。

本报聊城8月30日讯(记者 凌
文秀) 记者从市民政部门获悉，最
近，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各地公安
机关依法对“善心汇”传销案件开展
集中打击查处。国家社会组织管理
局也于近日召开视频会议，通报“网
络互助”、“善心汇”有关情况，并提
出开展相关情况排查要求。为此，聊
城市开展了“网络互助”、“善心汇”
相关情况排查工作。

自去年《慈善法》颁布实施以来，
各类慈善活动日趋活跃规范。但是，与
此同时，近年来慈善领域也出现了一
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利用互联网开
展的各类营利非营利活动发展速度
快，涉及人群广，有的涉及扶贫济困、
助人互助、养老助孤等领域；有的假借
公益慈善名义开展活动非法传销、非
法集资。这些行为，都对《慈善法》的实
施带来冲击，对社会组织和慈善活动
的监管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

各县(市、区)民政局、各市管社
会组织一定要充分认识“网络互助”
的营利本质，厘清“网络互助”与慈
善活动的边界；充分认识以“善心
汇”为代表的个别企业，利用公益慈
善名义进行非法传销、非法集资的
实质和社会危害性，切实提高风险
防范意识，决不允许在聊城出现利
用公益慈善的名义招摇撞骗、以公
益慈善之名行营利之实、通过基金
会等慈善组织为这类平台和企业的
牟利提供服务等行为的发生。

各市管社会组织要对本单位是
否存在自行或与其他组织或个人开
展 “网络互助”行为，尤其是否与

“善心汇”进行过合作、与其有过合
作的具体规模有多大等认真进行排
查，确有问题的要立即自行组织整
改。各县(市、区)民政局要对本级社
会组织中是否存在上述行为组织排
查。要根据排查中发现的问题，有针
对性地制定整改方案，并将情况报
告同级党委政府和市民政局。

据了解，全市各地排查情况将
于9月5日前报市社会组织管理处。
联系电话：0635--8321621，电子邮
箱：lcsmgc@163 .com。

聊城排查“网络互助”等情况

严禁以公益慈善

之名非法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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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玻璃被砸碎，车内被翻得乱七八糟。 本报记者 谢晓丽 摄

消防人员破拆压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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