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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今日济南

“同事”借走全部积蓄后失踪
这4 . 5万元老刘积攒了多年，借他钱的人用过何毅民、何继民、何济民三个名字

本报 96706热线消息(见习记者 穆静)

“工行号是……农行号是……你看哪个方
便就给我打哪个卡上。”近日，市民崔女士多
次收到类似的汇款短信，“如果正好要打钱，
收到汇款短信可要多方核实，骗子可能利用
巧合来骗钱。”

5日，崔女士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汇款
短信，对方告诉她几个银行的卡号，让她看
哪个银行离家近就把钱汇到哪个卡上。崔女
士说：“这几天，我对象的手机上也收到好几
条类似短信。”

“这种信息一看就知道是骗人的，但可
能有人正好要汇款，接到这样的短信很可能
就把钱汇过去了。”崔女士说，虽然她认为接
到这样的短信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但对于
正好要汇款的人来说，可能就会受骗了。“骗
子可能就是利用这种巧合来骗钱的。”

8日，记者试着拨打崔女士提供的发短
信手机号码，但该号码已经停机。

记者随后致电 10086，客服人员表示，
收到诈骗短信可以按照“手机号*汇款内
容”的格式，发送短信到 10086999 进行举
报。“如果收到的短信一看就是诈骗类的，最
好不要回复或拨打，避免连接到收费的信息
台上，被骗取信息费。”

济南市公安局提醒市民，收到汇款类的
短信，特别是紧急情况类的，比如孩子出意外
需要紧急汇款或者是仅提供卡号没写明原因
的汇款短信等，机主首先不要慌张着急，一定
要多向亲朋好友或者是合作伙伴确认，确定
是熟人发的汇款短信方可汇款。如果已经被
骗，汇款者应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警。

“骗子利用巧合来骗钱”
收到诈骗汇款短信，

可发送短信到10086999举报

本报 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倩) 一市民辛辛苦苦一

辈子的积蓄，却被“同事”分三
次借走，就在他找到“同事”准
备要回借款时才发现，人已不
见了踪影。

刘先生今年已经 5 0 多
岁，家住太平洋小区，在张庄
路上做电焊工。2 0 0 9 年 1 1
月，一男子何某来到刘先生
打工的地方应聘，与刘先生
成为同事。

两人相处得还算不错，转
眼到了 2010年 1月份，何某匆

匆找到刘先生称想要借钱，而
缘由是儿媳妇不孕需要做手
术。看到同事需要帮助，憨厚
的刘先生拿出2万元积蓄给了
何某，何某也打了借条。

没多长时间，何某再次找
到刘先生，称老家的房子需要
整修一下，想再跟刘先生借点
钱，刘先生又拿出5000元存款
给了何某。第三次，何某称想
开一个快餐店再次向刘先生
借钱，刘先生还是没有拒绝，
又拿出2万元存款给了何某。

这样一来，何某分三次向

刘先生借走了 4 . 5万元，而这
也是刘先生多年的积蓄。何某
后来又找刘先生借过几次钱，
但看到刘先生实在拿不出什
么钱了才作罢。

2011年 4月份，刘先生很
久没见着何某了，而且自从何
某辞职之后，两人也一直没联
系过。刘先生来到何某的租住
处寻找，发现房门紧锁，拨打
对方的电话也打不通了，有邻
居称何某早就搬走了。

着急的刘先生到通信公
司查询何某的相关信息发现，

其手机号码对应的姓名并不
是何某本人。在派出所，根据
何某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
息，民警并没有查询到何某的
个人信息。刘先生向熟悉何某
的邻居了解到，何某有过前
科，而何某曾经用过何毅民、
何继民、何济民三个名字。

“他隐瞒了自己的信息，
何某并不是他的真名，他应聘
到这里就是来骗我的。”刘先
生说。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此案。

8日，济南市工商、质监、
公安消防三部门联合在火车
东站广场举行“假冒伪劣消防
产品销毁仪式”，集中销毁了
2000余件不合格的消防产品。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工商、质
监、公安消防部门先后立案查
处 11 起消防产品违法案件，
没收不合格消防产品 1946(件)

套，责令建设、施工单位更换
不合格消防产品 26455(件)套。

本报记者 尉伟
通讯员 丁林海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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