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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艳君

21岁的于顺又被抓了。这一次，和他
一起落入法网的，还有他的 4 位“难兄难
弟”，这意味着，莘县警方成功打掉一个

“跑分”洗钱团伙，斩断了一条电信网络诈
骗的下游资金链条。

7月13日，莘县公安局柿子园派出所
根据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推送的线索，发
现辖区内谭财、吴为名下的银行卡流水存
在异常。了解这一情况后，派出所民警郭
庆栋、姜广安迅速将两人传唤至派出所。
经讯问，两人于6月28日分别提供一张银
行卡，帮助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团伙进
行“跑分”洗钱活动。

什么是“跑分”？简单来说，“跑分”就
是专门为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搭建平

台，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支付途
径，将赃款分流洗白的犯罪行为。那么，
谭财、吴为两人究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入
了这一行？他们又是被谁拖向了深渊？

办案民警紧紧抓住这条线索不放，很
快，两条“大鱼”浮出水面。

7月14日，柿子园派出所联合刑侦大
队樱桃园中队，将“跑分”洗钱团伙组织者
于顺、参与者张化规劝到案，案情逐渐明
朗。

原来，去年于顺曾经因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被判入狱。今年出狱后，他并
没有寻找一份正当的工作，而是整天“泡”
在网上，想要重操旧业，继续赚点快钱。
很快，他和“上线”取得了联系，对方承诺
给他相当可观的佣金和工资，前提是于顺
需要组织人员，提供有效银行卡，并配合

他们进行相关操作。
就这样，于顺第一时间联系了他的3

位好友张化、谭财和吴为，并将这条“发财
致富的好路子”告知他们，4人一拍即合，
开始了紧密合作。没想到，很快被警方顺
藤摸瓜，一举抓获。

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7 月 16 日，派出所民警持续深挖线

索，又将一同参与“跑分”洗钱活动的林木
（男，29岁，阳谷县人）抓获。到案后，林木
如实供述其提供三张银行卡参与“跑分”
洗钱并非法获利2250元的事实。随着林
木的落网，这一“跑分”洗钱团伙宣告覆
灭，5名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嫌
疑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天上不会掉馅饼。说起来很可惜，
该案中的吴为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为了

贪图几百元的蝇头小利，最终触犯法律，
付出沉重的代价。”7月21日，说起这起案
子，郭庆栋解释说，帮助诈骗、赌博等违法
犯罪团伙进行洗钱活动，涉嫌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参与者需要承担刑事法律
责任。

警方再次提醒，出售自己名下的银行
卡或手机号码，很有可能被他人用来从事
违法犯罪活动，自己也会成为犯罪“帮凶”
从而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郭庆栋说：

“大家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信息，不要轻
易被网络上不切实际的高额利润所诱惑，
更不要随意出租、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
银行账户信息等，也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
他人提现，以免沦为犯罪分子‘替罪羊’。”

（除民警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跑分”挣快钱？你“跑”不了！
莘县警方打掉一个“跑分”洗钱团伙

文/图 本报记者 许金松

“嗨，你好！”7月20日，南湖湿地公园
内的孔雀园内，饲养员李桂英高兴地向站
在架子上的孔雀打着招呼。今年68岁的
李桂英家住度假区于集镇冷庄村，2019
年，她来到南湖湿地公园，成为了一名孔
雀饲养员。3年来，她吃住在园内，与这里
的孔雀朝夕相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目前，这里共有 64 只孔雀，母孔雀
33只，公孔雀31只。按品种来分的话，花
孔雀4只、白孔雀3只、蓝孔雀57只。”说起
这些孔雀，李桂英如数家珍。

李桂英曾是一名乡村教师，教书育人
的同时，也培养了她乐学上进的品格。自
从当了孔雀饲养员，她学习孔雀养护知
识，了解孔雀生活习性，一天三餐无微不
至地照护，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孔雀个个
健康美丽，羽翼丰满。

李桂英脖子上挂着一支哨子，只要哨
声一响，60余只孔雀便会迅速向她聚拢，

为表示亲近，孔雀经常会飞落在她的肩膀
上，甚至是头上。为了预防这些突然的

“爱意”，李桂英总是戴着安全帽。李桂英
笑着说：“对我来说，它们就像调皮的孩

子！”
夏季极端天气频繁，每逢刮风下雨，

不管白天黑夜，李桂英都要守在孔雀旁
边，做好安全措施、查看孔雀的状态，以防
出现意外。李桂英说，这些孔雀就像她的
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去年夏天，一只孔雀野外放飞后3天
都没回来，李桂英急得茶饭不思。她不愿
放弃，拿着哨子，一次次在野外寻找，悠扬
的哨声一次次响起，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
了，那只孔雀循声飞来，落在了李桂英身
旁。看着回来的孔雀，李桂英流下了幸
福、激动的泪水。

“看，这只蛋刚下了不长时间，还热乎
着呢！”李桂英手捧一枚孔雀蛋高兴地
说。3年来，在李桂英的精心呵护下，母孔
雀的产蛋率也在提升，并且还成功孵化了
4只小孔雀。“让孔雀更美丽，让游客更高
兴，让水城更有吸引力，自己辛苦点不算
啥！”李桂英说。

老人与64只孔雀朝夕相伴成“亲人”

本报讯（文/图 记者 肖淑丽）“你
们来看看吧，我住的那栋楼电梯内安
装了电动自行车禁入系统，其他小区
也可以借鉴这个做法。”7 月 22 日上
午，在星光·和园居住的居民刘东看
了本报关于电动自行车进电梯的报
道后致电记者说。

7月22日，本报以《向电动自行车
进电梯说“不”》为题，报道了电动自
行车“上楼”充电的问题，探讨了电动
自行车“上楼”问题的防范和治理对
策。热心读者刘东看到报道后，觉得
自家小区这一严防电动自行车“上
楼”的“黑科技”效果不错，值得借鉴
推广。

当日中午，记者来到星光·和园
小区4号楼，刚进入楼宇大厅就看到
了物业张贴的《关于电动车禁止上楼

的通知》，进入电梯后，记者看到在电
梯左上方安装了一个 AI 智能摄像
头。当记者试着把一辆电动车推进
电梯时，电梯内立刻响起了警报声，
电梯门始终无法关闭，直到把车子推
出来才恢复正常。

据该小区项目部经理岳修华介
绍，根据聊城星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安排，从今年5月份开始，星光·和园
物业服务中心选择在入住率高的4号
楼安装了这一系统，“从目前试运行
情况看，该系统有效避免了电动自行
车乘坐电梯上楼现象的发生。”

岳修华告诉记者，每套电动自行
车禁入系统成本约3000元，目前除了
星光·和园外，聊城星海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还在城区的水韵花都小区、东
昌丽都北区等小区的个别楼栋进行
试点，试运行效果不错的话，将会推
广到该物业旗下的所有项目部。此
外，为了让居民“充电无忧”，该小区
还在地下车库专门设立了电动自行
车充电区域。

智能识别 自动报警 还会“拒载”

电梯加装“黑科技”防电动车上楼

星光·和园物业工作人员介绍电动自行车禁入设备

李桂英同孔雀“打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