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706

2012年6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蓝峰 组版：陈华

C18 今日济南

七旬老大爷迷路一整夜
热心市民110民警帮老人找家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杨斐斐 齐绍安 ) 6月
26日下午，年逾七旬的孙
大爷从凤凰山路附近的
家中外出散步，结果不慎
迷路，直到27日上午被热
心市民发现后报警，110
民警帮其找到家人。

26日下午1时许，家
住凤凰山路附近的孙大
爷吃完午饭外出散步。直
到下午五六点钟，孙大爷
仍未返回。这么热的天，
老人能去啥地方了？莫非
在外面出现了意外？老人
的家人连忙招呼亲戚朋

友四处找寻。可是大家忙
活了一个晚上，仍没有孙
大爷的音讯。

结果27日上午10时
许，心急如焚的家人却接
到了西市场派出所民警
的电话，询问家里是不是
有一位老人走失。

原来，26日下午，孙
大爷出了家门后，竟在路
上转来转去找不到回家
的路了。孙大爷迷迷糊糊
地一直朝着西南方走，并
在街头度过了一晚。

27日上午，当孙大爷
行至槐荫区经一纬十一路
附近时，又累又渴的他坐

在路边，被热心市民发现
异常，并拨打了110。很快，
110民警将孙大爷带回了
西市场派出所，还给他端
来了热水、热饭。最终，通
过老人提供的姓名等信
息，民警经过网上查询后
才找到了他的家庭住址。

随后，孙大爷的家人
赶到了西市场派出所，将
老人接回了家。

民警提醒市民，家中
若有老人单独外出时，最
好在其口袋里放上一张
写有电话、家庭住址等信
息的联系卡，以便老人走
失时，能及时联系家人。

“七一”前夕，济南市交通局稽查支队开展
了“联系困难职工、结对帮扶送温暖”活动，支
队的同志们自费购买慰问品到结对帮扶的济
南公交职工家中走访慰问。 （交宣）

夏日慰问

街头揪住发名片小伙，一查就有猫腻

居民楼里暗藏“税务代理公司”
飞利浦铰肉机

首次使用突自燃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张亚楠 ) 27

日早晨，市民马女士将搁
了两年的新铰肉机拿出来
第一次使用，居然自燃了，
还吓得女儿哇哇大哭。

2010年6月，马女士买
了三台飞利浦铰肉机，打
算自家用一台，婆家、娘家
各送一台，可是一直没送
出去，放在家里也一直没
用。27日早晨，马女士拿出

“藏”了两年的铰肉机打算
铰点牛肉馅包饺子吃。

在一台铰肉机中装进
切好的牛肉块，机子莫名
其妙不通电，没办法，拿其
他机子再试试。另外一台
正常运转起来，可是不过
一会儿，铰肉的厨房里传
来一阵煳味，马女士跑过
去一看，不得了，铰肉机烧
起来了，火苗直往上蹿，3

岁的女儿吓得哇哇大哭。
马女士赶紧关掉家里的电
闸，并抱起女儿哄起来。

上午11时许，记者来
到马女士家，看到被火苗
熏得黑黄的地面和铰肉
机。两台铰肉机，一台不通
电的，一台自燃的还放在
地面上。一台铰肉机里，没
有铰碎的牛肉块还没被取
出，白色的机身上可以清

晰地看到过火后的灰黄色
痕迹，可以看出火是从机
身底部冒出来的。一旁是
刚刚拆封的两个机箱，还
有一台未开封的新铰肉
机。记者看到，这是三台一
模一样的HR2006飞利浦牌
铰肉机。

马女士说，机子是两
年前在飞利浦专卖店买
的，时间过了这么久，发票
已经找不到了。出事之后，
马女士已多次打电话给飞
利浦售后，对方只是说已
经反映情况，叫她等一等。

27日下午，记者致电
飞利浦售后，一名朱姓客
户经理告诉记者，马女士
反映的情况他们已经清
楚，会立即派工作人员上
门与客户沟通并进一步检
查。至于机器自燃原因，
需等到检查之后才能确
定。而飞利浦售后表示，
铰肉机保修期为两年，如
果找不到发票，保修期就
按照机身序列号上显示的
出厂日期往后推两年来
算。

下午6点多，记者从马
女士处获知，飞利浦售后
的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初步
检查，机器被带回维修部
进一步检查。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实习
生 杨斐斐 齐绍安) 通过街头发名片的
小伙，6月27日，历下公安文东派出所破获了
一个藏身于居民楼内，靠打印假发票牟利的

“税务代理公司”。
23日中午，历下公安文东派出所民警巡

逻时发现一名小伙形迹可疑：攥着一把名片
的他，正往路边停放的轿车上塞名片。每塞
一张，他总要神色慌张地四下张望。

民警上前亮明身份，小伙转身欲跑未
成。他手里的名片上是“山东税务代理有限
公司”代开发票的内容。

小伙江某，不到20岁，老家广东。他向民
警交代，自己6月5日跟随刘氏两兄弟乘飞机
从广东来济。他负责发放名片、招揽生意，刘
氏两兄弟则负责假发票的制作和邮寄。

当晚，文东派出所的民警又迅速出击，
将这个藏身于历下区一居民楼内的”山东税
务代理有限公司”端掉。在这套几十平米的
出租房内，摆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打
印机、一台扫描仪和两个短信群发器，这就
是这个“税务代理公司”的全部家当。

原来，去年，广东的刘氏兄弟从别人那
里学会了制作假发票的技术后，开始自主

“创业”。今年6月初，兄弟俩拉上江某决定到
济南这边发展，“主要是他们感觉济南这边
对发票的需求比较大，生意好做。”

“除了江某外出发放名片外，他们还通
过短信群发器招揽生意。”文东派出所副所
长孙斌告诉记者，“他们一般按照所开发票
金额的0 . 5%～1%收取好处费”。

民警还在出租房内发现了四个尚未寄
出的快递件，里面各有一张已经制作好的假
发票，额度五万元。“四张发票，三人能获利
一千元左右，而实际成本却不到一块钱。”孙
斌说，经查，这个三人团伙6月初来济后，共
为17人制作各种假发票价值150余万元，获
利六七千元。

据孙斌介绍，无论是从印章、字体还是
防伪标志上来看，三人制作的假发票与真票
差别很明显。

目前，三人已被历下警方刑拘。 代开发票靠名片揽生意。 本报记者 尉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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