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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网上购物遭遇骗局，想追回被骗款又遭遇假冒客服

一次步步惊心的网购经历
本报见习记者 张亚楠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殷亚楠)

“路面上大坑连小坑的，太难走了，这条路
什么时候能好好修修？”11月9日，家住省城
山大路北段的居民向本报反映，山大路近
几年都没有大修过，路面坑洼不平，下雨还
容易积水，出行很不方便。

9日，家住省城彼岸新都的刘先生，给本报
打来电话反映，山大路北段花园路至黄台南路
之间，路面坑洼不平、十分难走。“平时这段路就
很难走，下雨时该路段地势低还很容易积水，就
更难走了。”刘先生感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修
一修该路段的路面，给市民出行提供方便。

9日下午，记者来到山大路北段看到，该
路段路面确实有不少坑洼之处。在39路黄台
南路站牌旁边，就有一大块坑洼路面，下车
的乘客从此经过只能绕着走。该路段路西
靠近人行道处的多处路面尤其不平，有的
地方连续有坑，有的坑约十厘米深。

负责山大路北段部分区域清扫的保洁员
王师傅说，他已在该路段打扫卫生4年多了，一
直没看到这段路大修过。“哪里有大坑，修路时
就打个补丁。”他指着一块看上去较新的路面
说，清晨常有一些大卡车经过此路段，使得该
路段一些地方即使打了补丁，也很容易被轧
坏。“这段路确实该好好修修了。”王师傅说。

“路面坑多，白天还好，晚上路灯不太
亮，有时骑电动车不注意就会摔倒！”住在
山大路北段西侧历园新村的居民孙先生
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彻底整修该路段，
毕竟这条路车流量挺大。”

山大路北段坑洼难行
居民：路面补丁摞补丁，

能否彻底大修？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倩) 日
前，一位乘客只顾赶飞机，结果到达上海才发
现将笔记本电脑忘在了济南机场，机场公安
接到报警后十几分钟就帮他找回电脑。

据王先生介绍，8日早上7点05分，他匆
匆赶到济南遥墙机场，因为他要乘坐7点50

分的飞机赶往上海。当时时间非常紧张，王
先生在候机楼安检口外的长凳上简单整理
了行李就过了安检。

飞机正常起飞，9点多钟，王先生到达上
海。在下飞机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笔记本电
脑找不到了，仔细回想，他感觉电脑落在遥
墙机场长凳上的可能性比较大。

王先生立即查到遥墙机场派出所的电话，
与一名徐警官取得联系，将当时整理行李的位
置说了一遍。10分钟后，刚出机场的王先生就
收到了徐警官发来的短信称，“您的电脑已经
找到，请放心，方便的话委托朋友来领取。”

这样的一条短信让王先生感觉很温
馨，没想到笔记本电脑离开自己几个小时
之后能完好无损地找回。

忙着赶飞机

丢下笔记本电脑
民警帮其十余分钟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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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下午3点半左
右，韩小姐的QQ闪了一下，
是同事西西在打招呼：“在
啊？”

“啊，回来了。”韩小姐回
复，并请西西来办公室看看自
己新买的衣服。不过，跟往常
不一样，西西对此似乎没有任
何兴趣，只是来了句“对了，你
网上能买东西吧？”

没有多想，韩小姐立刻
追问“要买啥？”

韩小姐是单位女同事中
知名的网购控，除了自己网
购，还常帮身边不太习惯网
购的朋友操刀购物。“朋友拿
现金，我来网银付款，经常这
么干。”

这次西西要韩小姐帮朋
友买几张游戏卡。

十分钟，三张游戏卡拍
下来了，西西很高兴，“你那
儿能买，再帮我买五张吧，钱
一起算。”

点下付款按钮，四百多
块钱又让韩小姐从网银里划
了出去。先三张，后五张，一
会儿花出去七百多，从未听
西西说过玩网游，这次却出
手这么大方，刚想问一句，窗

口又闪了，“你那里方便，你
最后帮我朋友也买7张吧，钱
我给你”。

三张、五张、七张，“哎
呀，完了”，恍然大悟的韩小
姐不由得一拍桌子。

打电话给西西，对方果
真没有上线。毫无疑问，同事
的QQ被盗号了，韩小姐帮盗
贼买了750元钱的网游卡。

蛤 同事QQ被盗，自己被骗700多元

一下子被骗走七百多，心
疼之余的韩小姐还是想争取
挽救一下。致电网上支付使用
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对方告知
款项被转到了电子支付企业
快钱。

“赶紧给快钱打电话，看
看怎么办。”韩小姐心想。

抱着一线希望，韩小姐在
百度上搜索“快钱、电话”两个
关键词，首页首个显示内容就
是带着醒目电话标志的快钱
客服电话。拨通电话，对方却
是一段电话录音，“当时说电

话号码换了，还给我报了一串
新号码，可是说得太快，根本
没记下来。”

挂了电话，韩小姐的目光
落到了另外一条搜索结果上，
这条结果显示着“快钱电话是
什么法律快车法律咨询”。

“很难说为什么会打开这
条搜索结果，但是说实话，看
到‘法律咨询’的字样就感觉
一种莫名的亲近。”

点开搜索结果，韩小姐看
到的是法律快车网站的一个
咨询帖，帖子里显示有服务热

线、客服电话，韩小姐立即拨
通了服务热线。电话接通，一
个操着浓重杭州口音的男士
承认自己是快钱客服，并称使
用银行卡到附近的ATM机按
照客服在电话中的指示操作，
就可以追回已付的全部款项。

“当时真是急昏头了。”想
赶紧追回被骗走的七百多元，
韩小姐拿上自己的银行卡就
赶到了单位外的ATM机旁。
电话打通，另一头的客服人员
告诉韩小姐把卡插进机器然
后按照自己的指示一步步来

操作。
“越想越不对劲。”正要在

密码键盘上输入数字的韩小
姐突然收住了手。

“突然记起之前有人在
ATM机上被骗去了好多钱，
好像就是这样的情景，被电话
指挥着进行一系列操作，稀里
糊涂钱就转走了。”意识到可
能再一次被骗，韩小姐立马挂
掉了电话。“真是步步惊心啊，
以后在网络上可不敢不注意
了。”

蛤 关键词搜索，结果暗藏陷阱

记者仔细上网搜索发现，
像来自法律快车网站的这个
帖子一样，显示有“快钱”、“电
话”字样以及“处理投诉服务、
退款服务、日期更改、信用评
价”字样的帖子不止一个，但
大多不能确认所提供号码就

是快钱客服。
打开关键词搜索结果，

可以看到一个帖子与法律快
车网站的帖子“神似”，而这
个帖子中提供的号码跟韩小
姐拨通的号码前8位完全一
致，而当记者拨通这个帖子

提供的号码，对方也是一个
操着南方口音的男士称自己
是快钱客服。

随后记者来到快钱官
网，拨通了官网提供的客服
电话，工作人员帮助记者核
实了自称快钱客服的两个电

话号码，称这两个号码跟快
钱完全无关。被骗的韩小姐
也想借本报提醒大家，网上
搜索客服电话时，一定要查
实是否是相关官网客服，以
免受骗。

(线索提供人 李女士)

蛤 假冒客服电话不少，搜索一定要小心

“现在觉得网络上真危险”，想想自己从被QQ盗贼骗购到差点在假冒客

服指挥下把自己账户资金转走的经历，韩小姐觉得真是步步惊心。

12日，来自山东省农干
院的“爱之星”协会成员在
街头为一位重度烧伤的儿
童募捐。学子们真诚的眼
神和一声声感谢让路人纷
纷慷慨解囊。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街头募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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