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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8000元钱，见者有份要平分
东港一男子遭遇骗局，仨青岛骗子被抓回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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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31 日讯 (记者
徐艳) 有人路上捡了 8000 元
钱，说是见者有份要分给你？
东港区陈疃镇的安先生就遇
到了这样的“好事”，却被稀里
糊涂骗走了 4 万元钱。

回想起1月21日那天发生
的事情，东港区陈疃镇 45 岁的
村民安先生依然感觉像在做
梦。

21 日上午 9 点左右，陈疃
派出所接到安先生报警称，其
在东港区陈疃镇一银行取了 4

万元钱后，被一个 50 岁左右的
男子以捡到 8000 元钱平分为
由骗至陈疃路和 222 省道交会
处东北角，结果捡到的钱没分

成，自己的 4 万元钱却被该名
男子及其同伙骗走了。

接警后，根据安先生的描
述，陈疃派出所的民警迅速沿
嫌疑人逃窜的方向追击，但追
至五莲县街头镇附近时却依
然未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与此同时，东港公安分局
刑侦大队的民警也开始对该
案进行侦查。

利用“捡钱分钱”手段实
施诈骗的案件此前也发生过，
办案民警根据办案经验，初步
推断，嫌疑人应该是外地人流
窜作案。

根据详细询问受害人，并
调取案发周边的高清视频监

控和对市区的旅馆酒店的住
户进行调查分析，民警很快就
获取了嫌疑人及其驾驶车辆
的细节特征。

1 月 28 日，专案组民警在
济南火车站将三名正打算“组
团”作案的嫌疑人抓获。

1 月 30 日凌晨 3 点，三名
嫌疑人被东港公安分局刑侦
大队的民警押解回到了日照。

经民警进一步审讯得知，
三名嫌疑人都是青岛人，而且
还是多年的邻居，年纪最小的
也已经 45 岁了，其中一名嫌疑
人刚出狱 8 个月，利用“捡钱
分钱”这种诈骗方法他们已经
得手了很多次。

本报1月31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林勇) 驾驶证不满

一年、无驾龄满3年以上的司机
陪同便上高速行驶，一男子被罚
款20元，而这也是日照查处的首
例因驾证不满一年上高速公路
的违法行为。

1月30日中午12点，由于日
照辖区高速公路降雾，民警在
日兰高速公路21km处对过往车
辆进行分流的时候，看到一辆
号牌为鲁D032**号牌的车辆正
在倒车，民警随即立刻过去进
行劝阻。

在民警检查其驾驶证的时
候，发现驾驶员单某是在2012年7

月19日才学习取得的驾驶证，截
至1月30日，其驾龄并没有超过
一年，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王某
根本就不会开车。

按照最新交通法规，单某属
于无驾龄为3年以上司机陪同上
高速公路的交通违法行为，市交
警高速公路大队给予其罚款20

元的处罚。
同时，对于单某在高速公路

上倒车的行为给予记12分，罚款
200元的处罚。

男子驾龄不满1年

开车上高速被罚

本报1月31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庞尊玺) 因两元钱

出租车费，两男子竟将的姐打伤。
经岚山公安分局岚山边防派出所
调解，两男子赔偿的姐2000元。

1月28日晚上8点多，两男子
从岚山区一小区门口上了的姐葛
某的车。

到了目的地，坐在副驾驶位
置的男子将10元钱递给葛某，并
觉得7元出租车费太贵，要求葛某
找其5元钱。

为此，双方争执了半天，两男
子骂骂咧咧地下了车。随后，两男
子竟趁的姐不备，抓住葛某头发，
挥起拳头朝其腹部猛打。葛某一
边捂着疼痛的腹部，一边报警。

接警后，岚山边防派出所官
兵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葛某
指引下，找到了打人后藏匿在附
近的两名男子。

经调解，两男子王某和吴某
均向葛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2000元人民币。

两元车费起争执 打伤的姐赔两千

嫌疑人是如何行骗的？1月30

日上午10点，在东港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的审讯室里，记者见到了
负责“捡钱”的嫌疑人王某。

记者：你们是怎么具体实施
诈骗的呢？

王某：我们主要在银行、超
市、市场等地方寻找目标，发现目
标后一人假装在目标前方丢钱，
另一人抢先上去捡钱，然后以“你
也看见我捡钱了，所以平分这些

钱”为借口，将目标骗至偏僻人少
的地方“分钱”。在分钱时，在团伙
中负责“丢钱”的人再次返回，以
钱包丢了搜身为由摸清作案目标
到底身上的现金多少，然后趁着
作案目标还未反应过来之时，“捡
钱”的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大量的
冥币冒充真钱跟受害人交换。

记者：你们怎么知道受害人
一定会跟你交换呢？

王某：我们所用的冥币上下

两面都是真实的百元钞票，受害
人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是假
的。用7万块钱换他4万块怎么会
不同意？

记者：你们作案屡屡得手是
什么原因？

王某：谁爱贪小便宜谁就会
上当。如果你不爱贪小便宜，看
见有人丢钱包后追上去还钱包，
那时我们就骗不了。

（记者 徐艳）

谁爱贪小便宜谁就会上当

对话嫌疑人

一女士网购被骗 3600元打了水漂
本报 1 月 31 日讯(见习记者

王裕奎) 在海曲路某单位工
作的刘女士近日进行网购，结果
3600 元钱打了水漂，刘女士向昭
阳路派出所报了案。

“ 2012 年 12 月 28 日，我和几
个朋友联合在一家名叫‘女人潮
服装批发’的网店买衣服，8 个人
总共花了 1600 元钱。”刘女士说。

刘女士如约把钱打入了对方
账户，今年 1 月 2 日，自称物流工
作人员的男子通知刘女士货到
了。

“但是那个男人却要我交
2000 元的保证金，说是怕我举报
他们卖假衣服。”刘女士说。

刘女士马上联系了商家想要

退货，但商家表示，衣服没有质量
问题，不能退。“朋友一直催我要
衣服，所以我就打了 2000 元钱过
去。”刘女士说，刚打完钱，对方又
改口要 5000 元钱的保证金，“我这
才明白过来，我被骗了。”

刘女士到昭阳路派出所报了
案。“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网络诈骗
案件，我们已经对这家网店的 IP

地址进行侦查。”昭阳路派出所民
警介绍。

据刘女士介绍，她发现成都
和郑州也有网友被骗了。“我买了
815 元钱的衣服，他们让我交 2000

元押金，我没交。”28 日，成都网友
钟女士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她一
直没收到衣服，钱也没要回来。

一名嫌疑人讲述骗钱经过。 本报记者 徐艳 摄

嫌疑人用来骗钱的
作案工具“冥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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