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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艳君

7 月 17 日，一场雨过后，天气凉爽
舒适。70岁的吴起（化名）又和三五老
友聚在一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
大家提高警惕，不要被所谓的“风水大
师”骗走养老钱。

吴起家住茌平区洪官屯镇，最近一
周，他化身为“反诈宣传代言人”，逢人
就提醒，不要相信封建迷信，守好自己
的养老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要从一
个月前吴起遭遇的一起被骗事件说起。

今年6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家中打
扫卫生的吴起，听到一个陌生但颇具

“吸引力”的声音从邻居家传来，“我是
南方来的‘风水大师’，擅长看家宅风
水，可改运避灾，使家宅兴旺，你家需要
看风水么……”

等不及听后面的话，吴起赶紧跑到
邻居家，找到这位姓杨的“风水大师”，
将其邀请到家中热情款待。

看到吴起的态度如此虔诚，“杨大
师”装模作样地在他家中四处转了转，
故作严肃地说，房子风水不佳，如果不
及时破解，家中必有坏事发生。

那几天，吴起刚好身体不适，听“杨
大师”这样说，便信以为真，急切地寻求
解除霉运的方法。

“杨大师”见吴起进了圈套，便以
“改风水以保家宅平安”为由，多次向他
索要钱财，先后骗取吴起养老钱 2 万
元。

“杨大师”让吴起拿出一张硬纸，自
己随意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开始念
念有词。随后，“杨大师”告知吴起，这张
纸已被他作法，吴起只要将纸放在枕头
下，7日后夜半时分烧掉，便可家宅平安。

见“杨大师”可以破解自家的风水，
吴起大喜过望，主动留下对方的电话，
满怀感激地将其送到门外。

“杨大师”离开后，冷静下来的吴起
越想越感觉不对劲儿，于是赶紧给在外
地工作的孩子打电话，说了事情的经
过。家人一致认为他上当受骗了，催促
他赶紧报警。

接报警后，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
刑侦三中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调取了
吴起家周围的监控，并根据“杨大师”的
联系方式，开始摸排调查，很快确定了

“杨大师”的行动轨迹及身份信息。
7 月 5 日，涉嫌利用封建迷信实施

诈骗的“大师”杨怀（化名）被茌平警方
抓获归案。

办案民警讯问得知，今年6月份，杨
怀（安徽涡阳人）跟随朋友来到聊城打
工，因一时找不到工作，便产生了骗钱的

念头。他在乡镇农村四处游荡，专门对
70岁以上的老人，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
的空巢老人下手，以“看风水、避灾转运”
等封建迷信手段实施诈骗。

目前，吴起被骗的2万元钱已被追
回并返还，而他也因此做起了“反诈宣
传代言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身
边的人不要上当受骗。

办案民警介绍说，近年来，封建迷
信诈骗案件时有发生，老年人因为警惕
性不高、迷信心理重等因素，很容易被
不法分子所利用，“有好的愿望无可厚
非，但绝不能将愿望的实现寄托于封建
迷信。在日常生活中要增强防范意识，
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破除封建思想。
一旦发现上当受骗，要及时与警方联
系，留存好证据，切勿让犯罪分子逍遥
法外。”

被骗后，他成了“反诈宣传代言人”

中国银行中银E贷 您的消费新主张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个人网络信用贷款中银 E 贷满足您

旅游、装修、购车等消费需求，只要您在聊城缴存公积金，就可通过中国

银行手机银行在线办理中银 E 贷，无需担保，最高 20 万元，按日计息，在

线审批、即批即用，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机构名称 联系电话

中国银行聊城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聊城开发区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柳园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古楼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高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花园南路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柳园北路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昌润路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卫育路支行

中国银行聊城新时代广场支行

8423872

8510506

8809312

8229576

8422667

8708567

8228801

8325676

8462112

8278037

8310755

2022年5月6日—7月31日期间，中银E贷提款客户
可获得1次抽奖机会。奖品包括500元微信立减金、100元微

信立减金、10元话费优惠券。通过“中行手机银行—热门活动—
中银E贷提款有礼”或“手机银行中银E贷提款结果页面活动
入口”进入活动并参与抽奖。单用户活动期内中奖次数上限

为1次。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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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才 15 岁，因为一时冲动犯
下大错，真的非常可惜。”7月15日，提
及自己刚刚侦办的一起未成年人抢
夺案，莘县公安局妹冢派出所教导员
徐啸不住地摇头叹息，言语之间满是
惋惜之情。

7月8日晚8时许，莘县妹冢镇居
民冯婷（化名）报警称，其在胡同内

“遇袭”，随身携带的一部手机被一名
年纪不大的女孩抢走，女孩已骑电动
自行车逃离现场。

接报警后，徐啸和同事急忙赶赴
案发现场进行摸排调查。通过查找
附近的监控，他们摸清了女孩的行动
轨迹，却一时无法锁定其身份。

随后，办案民警一边走访周围群
众，一边将监控截图发送到治安微信
群，希望可以借助群众的力量确定嫌
疑人的身份。

这个方法很快奏效，一位居民发

现图片上的女孩像是她的女儿晓锦
（化名），找到孩子核实后，她才知道
女儿犯下了大错。

7月9日，晓锦在母亲的带领下，
一路打听到冯婷的家，当场返还手机
并向对方赔礼道歉，取得了冯婷的谅
解。3 天后，晓锦主动到妹冢派出所
投案自首，对抢夺手机的违法事实供
认不讳。

事后，警方查明，初中毕业后辍
学在家的晓锦一直想拥有一部手机，
多次向家人提出这个请求都被拒绝，
晓锦就四处寻找“目标和机会”。

晓锦最初是搜寻路边停放的电
动车，看在车筐内是否能“白捡”到一
部手机。7月8日晚8时许，晓锦骑着
电动车漫无目的地闲逛，行至冯婷所
在的胡同时，看到她正抱着孩子散
步，后衣兜里装着一部手机，半个机
身露在外面。“这对晓锦而言，无疑是
一个巨大的诱惑。”办案民警说，当
时，晓锦一把将冯婷的手机抢走，迅

速骑电动车逃离现场。
“案子本身并不复杂，但因为涉

及未成年人，每位办案民警的心里都
五味杂陈。”徐啸说。

后经莘县公安局批准，妹冢派出
所对晓锦作出了行政拘留处罚。

“晓锦对手机的渴望几乎达到疯
狂的地步，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如
愿，最终铤而走险犯下大错。晓锦的
父亲经常外出打工，母亲既要忙农活
和家务，还要照顾更年幼的孩子，某
种程度上忽略了她的情感需求和生
活需求。”案件已了结，提起晓锦，徐
啸还是忍不住替她惋惜。

为此，办案民警提醒家长，要多
和孩子进行沟通交流，教育方式切忌
简单粗暴，当孩子提出某种要求时，
要采用合理的方式进行引导，比如鼓
励孩子用劳动换取报酬等，“如果一
味拒绝孩子的要求，再加上教育缺
失，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15岁女孩抢夺手机被拘
民警提醒：孩子提出要求，家长要正确引导

新型网络诈骗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近日披露一起涉
案金额高达1.4亿元的新型网络诈骗案。涉
案团伙以“无门槛开店”为诱饵广撒网，继而
以辅导开店之名诈骗“辅导费”，甚至还与被
害人签合同。警方抽样调查了2000多名被
害人，仅1人意识到这是诈骗并报警。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