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0 元买的交强险竟是假的
车主年审时才发现，警方提醒防范非法中介

本报 6 月 15 日热线消息
(记者 张焜 )购买车辆险图便

宜，一男子从中介处花 800 元办

了张保单，不料 14 日去年审时

被交警看出保单是假的。交警提

醒司机师傅们，千万不要相信非

法中介，图便宜办证件或保险。

14 日下午 3 点多钟，家住

日照莒县的王先生拿着手续来到

潍城区车管所，为自己的三轮汽

车办理车辆年审。车管所刘朝阳

副所长查看了他的行驶证后，拿

出交强险保险单看了一眼，发现

有点不对劲，上面的水印并不是

很清晰。他又用手细细摸了摸保

险单的纸张，觉得纸张也有些

厚。

“打电话到保险公司一查，

根本没有这份保险。” 15 日，

刘朝阳说，没有缴纳交强险是不

能够进行车辆年审的，他得知保

单是伪造的后，就询问王先生从

哪里办的保险。

王先生当时也着急了，他应

该缴纳交强险保费是 1 0 0 0 多

元，但为了图便宜，就找了一个

中介花 800 元办出了这么一张保

单，没想到竟然是假的。

警方当场扣留了王先生的这

张假保单，并要求其重新办理交

强险后才能够进行车辆年审。

刘朝阳告诉记者，在车管所

日常工作中，民警不时能发现一
些假保单或证件，一些市民为了

图便宜，找了一家非法中介办

理，其实得到的就是个假的。由

于一般情况下假保单等很少接受

警方的查验，一段时间内不会被

发现，等到发现时就已经遭受了

损失。

14 日上午 10 点 10 分左右，安

丘交警大队交通违法处理室民警在

处理交通违法信息，检查一辆小型

汽车的驾驶人机动车驾驶证时，发

现驾驶人王某出示的驾驶证有伪造

嫌疑。经上网查询，王某有准驾车
型为 C3 驾驶证信息记录，但其却

持有 C1 驾驶证，该驾驶证属伪造

证件。

办案民警说，王某于 1999 年

起持有 C3 驾驶证， 2005 年 9 月，

在安丘一“驾校”花 2600 元钱办

理了 C1 驾驶证增驾业务，当时

“驾校”潦草组织几名学员进行了

所谓的“考试”后，即发放了此

证。

民警依法将王某车辆暂扣，将

假证收缴，对其作进一步调查处

理。

本报通讯员 李群

本报 6 月 15 日热线消
息(通讯员 杨真真)28 岁的

刘某迷晕女网友偷走其烟和

钱，半年多后警方将他抓

获，又查出他还是个偷车
贼。 15 日，警方借此提醒

市民，网络交友时要多加警

惕，以免给一些不怀好意的

人可乘之机。

2 0 1 0 年 1 0 月份的一
天，寿光居民韩某报案称家

里失窃，丢了 100 元钱和一

条烟。韩某说，前一天她见

了 QQ 网友介绍来的一位朋

友，后来不知不觉睡着了，

起来后就发现失窃了。

民警根据韩某提供的信

息，找到了她的 QQ “网

友”张某，可张某说自己根
本不认识韩某，对于韩某的

经历也是一无所知。警方通

过调查后，也基本排除了他

作案的嫌疑，但替他申请
QQ 号的刘某有不少疑点。

刘某与张某曾就职于寿光市

内同一工厂，可那早已是很

久以前的事情，案发后刘某

已不知去向，电话也换号。

直到今年 5 月底，民警

通过网上信息库终于发现了

线索，嫌疑人刘某就在寿光

市区某公司上班，民警确定

了刘某行踪，在案发半年

后，终于将其抓获。

刘某交代，他冒充张某

与韩某在网上聊过几次后，

发现韩某并没有对其身份产
生怀疑，于是产生了邪念。

刘某先是冒充张某的身份提

出去韩某家里玩，又说有事

先让朋友先过去。这个“朋

友”其实就是刘某自己。刘

某在去韩某家之前，先把安

眠药碾碎放在准备好的果冻

中。在取得韩某信任后，拿

出准备好的果冻给她喝。大

约 2 0 分钟后韩某就睡着

了，刘某临走时顺手拿走了

桌上的钱和烟。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民

警发现，刘某所开的车竟是

被盗车。经过讯问，刘某

说，其实这辆车归他原来的

房东所有。刘某 2010 年夏

天租房时和房东很熟，趁机

会偷出了车子的备用钥匙，

然后在今年 3 月份偷走了车

子。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处

理当中。

“网络骗子”迷晕女网友盗窃

他开的车也是偷的

“黑驾校”办出假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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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便宜买回的假保单

▲轻信中介，买回假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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