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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赴会“钓”出假币团伙
民警高军查起账来如同老会计，走访村居挖出千万元造假窝点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实习生 司芮

抽丝剥茧

还原账目往来

11月5日上午，见到高军的时
候，他正在案卷室里审查一个在
侦案件的对账单。很多人不了解
经侦民警的工作，其实，经侦既像
刑警那样雷厉风行，出差、抓人、
讯问、侦查；又会像老会计一样，
坐在办公桌前，认真翻看账目，仔
细分析取回来的证据，拿捏法条
的字字句句。

桌子上的手机不断响起铃声，
高军电话中远程指挥着两个出差
的民警。“两个兄弟遇到麻烦了，我
们需要传讯的嫌疑人拒不开门。”
高军介绍，一些嫌疑人以为这样民
警就无法对其定罪了，其实不是这
样，他们早已通过查询账目往来搜
集完证据了。

去年的一起案子就让高军吃
了闭门羹。“天津的夫妻俩开了一
个公司，和咱们济南的一家软件
公司签了代理合同，可是拒不支
付货款。”当时，高军和同事来到
天津找这对夫妻，可人家根本就
不照面。

“办案子不能在一棵树上吊
死，有时需要另辟蹊径。”高军没有
马上离开天津，而是穿梭在天津的
各大银行和房产部门调取其账目
往来。“多个银行账目上反映，这对
夫妻其实已将软件卖出去了，有多
笔数额较大的款项落到了其私人
账户上。”高军调取了数千个账单
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随着调查的深入，高军发现嫌
犯马某经常将钱打入一个账户。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账户竟然是彩
票站的，原来马某挥霍了50多万元
购买彩票。”此外，高军又通过房产
部门掌握了嫌犯挪用货款购买房
产的证据。

“我们就是这样倒着查账，抽
丝剥茧地将一条条账目往来进行
还原。”即便这对夫妻东躲西藏，但
高军在外围已掌握了足够的证件，
最终这对夫妻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走访村居

发现“造假院落”

“高军这个人心非常细，这也
让他发现了很多关键线索。”刘动
从2001年便与高军一起工作，对其
性格和工作作风非常熟悉。

今年5月底的一天，高军来到

他包的村庄走访。走访结束后，高
军在马路上走着，忽然发现一个院
子门口放着几个汽车水箱，院子属
于一家汽车配件公司。“我走过去
看了看，水箱上面有夏利的商标，
院子门紧闭着。”而且高军发现院
子外面有多个探头。

回到支队，高军越想越觉得不
对劲，接着联系到了夏利汽车的厂
商，询问其在吴家堡附近有没有授
权生产水箱的厂子。得到否定回答
后，高军更加确定这个配件公司有
问题，高军和同事开始对这个院子
进行盯守。

“凡是进出院子的车辆和人
员，都要盯守，摸清是否有门头以
及送货的托运站。”在掌握了大量
证据后，高军带领民警联合质检和
工商对院子进行突击检查。此时，
公司负责人正在院子里和一客户
谈生意。

在厂房里，高军发现这里竟隐
藏了一条流水生产线，有多个品牌

的模具和大量假冒品牌的汽车水
箱。警方当场查获假冒汽车水箱
1000余个，公司负责人郝某某、销
售经理郝某被抓获。

“这个案子涉及28个省市300
余家企业及个人。”高军笑着说，当
初也没想到案子涉案金额能达
1700余万元。

只身赴约

与假币贩子周旋

“高军多次身临险境，当过孤
胆英雄。”刘动拍着高军的肩膀
说。“别别，工作都是大家做的，分
工不同罢了。”面对赞誉，高军有
些腼腆。

刘动口中的孤胆英雄，是指高
军在一起假币案子中的表现，当
时，警方掌握了一个销售假币团伙
的联系方式，决定引蛇出洞进行抓
捕。“谁当引子成了令人头疼的事，
想了一圈，决定让高军和这些假币

贩子联系。”刘动笑着说，“他长得
有点像买卖人。”

怀揣4万元现金，高军开着车
在市区与假币贩子周旋。假币贩子
异常警觉，多次支使高军去多个地
方。高军感觉如此被摆布，对案件
侦破不利，于是在电话中主动说：

“如果不想见面就算了，不要这样
玩弄我。”

或许正是这一激，假币贩子同
意在一家饭店交易。来到饭店后，
高军发现对方有四个人。为防止对
方怀疑，高军刚落座，就将4万元现
金扔到了桌子上，“这是4万块钱，
你看能买多少假币？”

假币贩子被高军的行动镇住
了，开始商谈起价格来。此时，外
围民警已对饭店做了部署。正在
谈价格的时候，外面的民警冲进
饭店，将4名假币贩子控制住。“当
时从3人身上搜出了匕首，高军身
份稍有一点暴露，随时都可能受
到伤害。”刘动说。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
记者 申慧凯) 14日上午，
一老年乘客乘坐 114路公交
车时，不慎将自己抗美援朝时
获得的军功章落在了车上。驾
驶员捡到后，和同事在站台轮
流等候了4个小时，才把军功
章亲手交还给了老人。

14日上午7点30分左右，
潘宗鲁驾驶 114路公交车回
到车场打扫卫生时，在投币箱
和刷卡机中间发现有一枚军
功章。军功章上刻着一个拿枪
的战士，周围的刻花已经泛
黑，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看着军功章，潘宗鲁想起
了一位常坐车的老人。老人80
多岁，家住在泺口附近，每逢
郑店集，都会坐114路到大魏
站换乘132路赶集，老人每次
坐车，胸前总是佩戴一枚军功
章，而且老人经常和乘客讲述
他抗美援朝获得军功章的故
事，114路车队很多司机都认
识他。

“今天正是郑店集，估计
是老人刷卡时掉的。”想到这
里，潘宗鲁急忙奔向车场门口
的站牌，可站牌处空无一人。
这时车队驾驶员赵霞经过，潘
宗鲁将老人丢军功章的事跟
赵霞说了。

赵霞对老人也有印象，想
到老人会坐 132路到大魏站
换车，两人在运行时间点上又
可以错开，便商量着轮流在车
场门口等候老人。中午 11点
多，守在大魏站的潘宗鲁终于
见到老人赶集回来，看到军功
章拿在潘宗鲁手里，老人低头
一看胸前，这才发现军功章不
见了。“大爷，您终于回来了。”
潘宗鲁边说边帮助老人把军
功章戴好。

据老人介绍，这枚军功
章是抗美援朝时得的，每天
都戴在身上，伴随他这么多
年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珍贵。

墙边铁架子上摆放着上百个卷宗，里面林林总总包含着各式账单、发票、扣押物品清

单、询问笔录、物证记录等。旁边的办公桌上，一男子正低着头用计算器对着账单。

“经侦案件很多都是和账打交道，心细是最基本的要求。”他就是高军，济南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三大队一中队中队长。

军功章

落在公交车上
驾驶员等候4小时归还

▲高军正在研究案卷。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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