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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夫妻遗失车票，距离发车不足1小时

的的哥哥、、民民警警和和老老乡乡接接力力送送票票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赵晓
雷 ) 7日上午，一对在招远打
工的河南夫妻准备坐火车返
乡，可钱包、火车票却落在了出
租车上。眼看火车就要发车了，
好心的哥将钱包交给民警，民
警又辗转联系上了这对夫妻的
老乡，最终，在的哥、民警和民
工老乡的接力下，农民工夫妻
终于顺利登上了返乡的列车。

7日上午9点，“的哥”刘某
来到招远市公安局泉山派出
所，他在出租车上发现了顾客

丢失的钱包，里面还有两张当
天上午到河南阜阳的火车票。

“现在买张火车票多不容易，错
过了火车，恐怕就不好回家过
年了。”

民警打开钱包，发现里面
有刘某的身份证、银行卡及2张
1 1点1 8分乳山至阜阳的火车
票。民警根据身份证提供的线
索开始查找，但均没有找到有
价值的联系方式，眼看距离旅
客上车的时间越来越近，民警
没有放弃，又从河南省平舆县
在招远居住的务工人员中查

找，几经辗转最终与同刘某租
住在辖区李家庄子村的老乡马
某取得了联系。

马某接到民警电话后立即
来到派出所。“太好了，刘某夫
妻正为这事儿着急呢，今天上
不了火车，他们可能过年回不
去了。”马某领取了老乡丢失的
物品后立即驾车送到了栖霞汽
车站。距离火车发车不足1小
时，刘某夫妻接过了马某送来
的火车票，高兴得连连道谢。

今年40岁的刘某夫妻在招
远某工地务工，早在20多天前

刘某就开始“抢”票，多次到火
车票销售点咨询，最终在老乡
的帮助下如愿买到了2月7日回
家的车票。

7日早上天刚亮，夫妻俩
就搭乘出租车到招远汽车站，
准备坐车到栖霞再转车至桃
村乘火车回家。没想到在栖霞
汽车站转车时发现钱包丢了。
刘某夫妇登上火车后给泉山
派出所民警打来感谢电话，

“谢谢你们和好心的哥的帮
忙，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还能不
能回家了。”

女子遭垃圾短信骚扰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 近日，烟台一位市民

的手机接到上百条网站验证码短
信，昼夜不停的短信使市民不堪其
扰。原来，近日这位市民网购了一
件毛衣，可几次换货后，收到的毛
衣竟然袖子短了一大截。退货不
成，市民被淘宝卖家拉黑，此后就
遭遇了连番的短信轰炸。

1月下旬，网友“大灰狼”在某
购物网站购买了一件品牌女式毛
衣，卖家包邮并号称专柜正品。可
网友发现尺码比实体店小，三次换
货后，均感觉衣服不合适。网友与
卖家沟通退货，遭到卖家拒绝，还
把她拉到了黑名单。淘宝介入后，
判定责任在卖家，要求卖家退款并
承担退货运费。可卖家似乎对此不
服，判定结果刚出来，网友手机就
开始遭到短信“轰炸”。

网友介绍，短短一天时间，她
就收到骚扰短信上百条，短信内容
主要是各大购物网站的注册验证
码。他猜测，这是卖家恶意使用骚
扰软件进行报复的行为，但由于没
有证据和电话录音，淘宝无法受理
恶意骚扰投诉。

烟台一位通信业内人士介绍，
这名网友应该受到了“短信轰炸
机”骚扰。据介绍，这是一种全新的
骚扰软件，只要在指定位置输入手
机号，并设定好“轰炸时间”，软件
就会向指定手机发送上百条短信，
短信号码多是正规商家广告短信
发送号，内容则是阿里巴巴、苏宁
易购、当当等各大网站的注册或验
证码信息。对方点击“停止轰炸”
后，手机才会停止接收信息。对此，
业内人士提醒市民，可以在手机上
安装防火墙软件，过滤垃圾信息。

营营销销公公众众号号借借““百百元元合合体体红红包包””骗骗粉粉
涉及个人信息的抢红包活动一定要谨慎对待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临近年底了，微
信朋友圈里抢红包的活动也多
了起来，方式大多是关注账号，
然后转发给朋友，通过“合体红
包”、满百提现，不过不少市民
反映，他们凑够了一百元的红
包后，却无法提出现金。记者体
验了一下，发现发布红包的商
家微信号被删除。据了解，有不
少商家借抢红包来赚取粉丝关
注，微信团队近日也在整顿此
类不正当的行为。本报提醒市
民，提现过程中需要输入个人
信息，很容易导致信息泄露。

近日，市民周先生玩起了
“抢红包”，为了凑够100元可以
提现，他到处转发给朋友，只要

朋友关注了商家的账号再点击
链接，他的红包额就会增加，直
至100元，他才可以提现。

“好不容易凑够100元了，
我输入了手机号，关联了银行
卡，还有支付宝，最后网页打不
开，就是没提出钱来。”周先生
弄了1个多小时没有成功，很是
郁闷，怀疑这抢红包的活动是
骗人的。

记者按照周先生提供的链
接点了进去，是一个关于生活
保健常识的公众账号搞的抢红
包活动。记者抽了23 . 5元，然后
分享给自己的多个朋友，只要
朋友点击该链接，红包里的钱
会增多，这就是“合体红包”。

记者的三名朋友称，他们

都是抽中的20多块钱，这样算
下来，一共有80多块钱，之后虽
然有朋友点击该链接，但红包
额度却不累积了。等记者稍后
再看自己的红包额度时，发现
已经打不开，账号已不存在。

随后记者咨询了微信客
服。一名客服表示，微信团队曾
发过公告，近期不少商家通过

“合体抢红包”等营销方式来迅
速获得粉丝的关注，这属于不
规范的经营方式，存在欺诈消
费者、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
嫌疑。微信方面一旦发现会对
其删除粉丝、封号等处罚。

南大街一家网络公司的网
络技术主管曹先生介绍，每到
年底红包满天飞，网络公司有

时也会帮一些商家做这样的营
销，甚至还有公司在做抢红包
利器的软件。曹先生提醒，微信
和支付宝官方渠道做的抢红包
可以相信，但一些涉及个人手
机号、银行卡号等信息的抢红
包活动一定要谨慎对待，以防
泄露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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