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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希玉 王子强）
自认为是表亲，比较靠谱，就让对方代
买寿险，不料却被“杀熟”骗了钱。12
月8日，莘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一
起养老诈骗案，被告人郭某犯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
罚金一万元。

原来，被告人郭某与被害人窦某系
表兄妹关系。2009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0 月，郭某曾为某人寿保险公司代理
制员工。2009 年 12 月，在郭某的介绍
下，想攒下一份养老钱的窦某夫妇让郭
某帮他们从其任职的保险公司各购买
了一份分红型终身寿险，保费缴纳期限
为10年。

此后连续9年，窦某夫妇都提前将
保费交给郭某，让郭某帮他们续缴保
费。郭某在帮窦某夫妇缴纳了 3 年保
费后，不再从事保险工作，但郭某隐瞒
了这个事实，又连续收取窦某夫妇7年

的保费共计 70258 元。而收取的这些
钱，郭某并未给保险公司，而是用于自
己的家庭支出、偿还债务等，致使窦某
夫妇投保的保险因没有续缴保费而失
效。有次窦某生病后到保险公司申请
理赔时发现，郭某并未如约帮其缴纳保
费。

莘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
为构成诈骗罪。莘县人民法院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办案法官提醒，市民特别是中老年
人，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自觉提升反
诈防骗能力，警惕身边人“杀熟”，遇事
多与子女商量，远离诈骗，守好自己的
养老钱。在办理养老、理财等业务时，
应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切勿轻信代办人
的承诺，让骗子钻了空子。

让人代买保险10年后才发现被骗
警惕身边人“杀熟”

本报记者 吕晓磊

“赵师傅发现我的手提袋后，第一时间
和我联系，还大老远的给我送过来，车费也
不要，我心里很过意不去。”12 月 12 日中
午，市民王艳华拿到遗失在赵大岭出租车
上的手提袋后，坚持要给赵大岭一箱牛奶
表示感谢。

原来，当日上午，王艳华带着孩子到医
院看完病，在小区门口下车时，由于拿的东
西较多，加之天气寒冷，她抱紧孩子就匆匆
下了车，将装有身份证、孩子的出生医学证
明、医保卡等各种证件的手提袋遗忘在了
赵大岭的出租车上。

临近中午时，赵大岭发现自己车上多
了一个手提袋，打开之后发现里面装有各
种证件。“上午拉的乘客中，有一位女士抱
着孩子，手提袋肯定是她匆忙间落下的。
这些重要证件丢失了，失主肯定十分着
急。”赵大岭说，想到这位乘客是用微信付

款的，他便赶紧通过微信联系该乘客，告诉
她不用着急，他会尽快把手提袋送还。

中午，王艳华与赵大岭取得了联系。
原来，她到家后就哄孩子睡觉了，中午看到
赵大岭发来的信息才发现手提袋遗失，很
庆幸自己遇到了拾金不昧的好心人。

当王艳华表示要将送物品的车费转给
赵大岭时，赵大岭说什么也不收。“赵师傅
说他是顺路捎过来的。”王艳华说，为了表
示感谢，她就买了一箱牛奶送给赵大岭。

“我把牛奶扔到车里后，转身就跑了，赵师
傅喊我我都没回头。”说起自己“简单粗暴”
的感谢方式，王艳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举手之劳，把乘客落下的东西还给乘
客，是应该的。”赵大岭表示，拾金不昧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实守信是每个人应
该具备的品德，自己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每天接触不同的乘客，更应该在工作中多
做好事，弘扬社会正能量。

粗心乘客丢失手提袋
出租车司机主动送还

俎店派出所辅警白振平面对面指导群众下载安装反诈软件。莘县警方供图

本报记者 赵艳君

12 月 12 日一早，杜振生刚上班，
便和同事商量，想找个机会给学生讲
解一些反诈知识，免得他们听信骗子
的谎言，使家长辛苦攒下的血汗钱被
骗走。

杜振生是莘县公安局俎店派出所
所长，他之所以萌生这个想法，是因为
几天前该派出所民警成功阻止了一起
电信诈骗案，案件的受害者是一名11
岁的男孩。

事情要从12月9日那个报警求助
电话说起。

男孩被骗向对方转账

9日晚8时许，俎店派出所辖区周
辛庄村村民肖如报警称，其11岁的儿
子晓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手机被他
人远程操控，家人正努力尝试强制关
机，希望警方提供帮助。

接报警后，派出所值班民警周金
朝、王侃等迅速赶往周辛庄村。“当天

是大雾天气，夜间能见度不足100米。
我们着急得要命，又不敢将车开得太
快。”周金朝说。

肖如的语气非常着急，周金朝和王
侃确定晓含存在被骗风险，而且情况相
当紧急。在电话中，周金朝一再向肖如
强调，如果手机不能强制关机，就不要
进行任何操作，一切等他们赶到后再处
置。

大约半个小时后，民警到达现场，
好在被骗子远程操控的那部手机已被
强制关机。晓含和家人向民警讲述了
整件事情的经过。

原来，沉迷网络游戏的晓含，轻信
他人游戏装备打折的谎言，先是用母
亲的手机加对方为 QQ 好友，后来又
点击了对方发送的一个链接，导致手
机被植入木马病毒。为了得到便宜的
游戏装备，晓含在这名“好友”的哄骗
下，将母亲的银行卡账号、密码等信息
透露给了对方。随后，手机被远程操
控，里面的1300元钱被转走，而且晓含
刚刚操作了一笔9999元的转账，不知
是否转账成功。

1万多元钱被保住了
——俎店派出所民警连夜上门阻止11岁受骗男孩转账

相关链接

电诈发案数明显下降
这个派出所频出实招

本报讯（记者 赵艳君）“真是虚惊
一场！好在群众的钱被保住了，我们
也松了一口气。今年以来，辖区内共
发生电信诈骗案 5 起，发案数较去年
下降了54.5%。”12月12日，莘县公安
局俎店派出所所长杜振生得知民警又
成功阻止一起电信诈骗案，言语之中
透出一丝欣慰。

发案数明显下降，预警劝阻成功率
逐步上升。对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的发生，俎店派出所有自己的实招。

宣传方式“零距离”。该派出所
安排民辅警面对面指导群众下载安装
国家反诈中心App。在推广国家反诈
中心App的过程中，利用以案说法等
方式，向群众宣传防电诈知识，提醒大
家遇事多思考、多与家人商量，不要被
某些假象所迷惑。同时，公布电信诈
骗犯罪分子的惯用伎俩、作案方式以
及识别、防范技巧，引导群众不仅自己
要了解这些反诈知识，还需向家人、朋
友宣传。

宣传对象“精准化”。民辅警深入
社区，重点向老年人、家庭妇女、学生
等群体宣传反诈知识。同时深入各建
设工地、商铺，紧盯打工群体，开展以
预防电信诈骗为主题的“面对面”反诈
宣讲活动，增强他们的防范意识。深
入中小学校举办反诈知识讲座，提升
学生的防范能力。

宣传内容“亲民化”。民辅警将电
信网络诈骗的常用手段、预防方法、经
典案例等内容印制成宣传手册、海报，
通过到辖区走访等形式，发放到群众
手中。对低年级学生、文化程度较低
的居民，尽可能地减少文字宣传，多利
用口头宣讲等方式进行宣传。

民警紧急拦截成功

周金朝赶紧打开手机查看，发现
的确有两笔银行转账记录。他立即拨
打了银行客服电话，表明身份、说明情
况，请求客服人员将涉案银行卡挂失。

值得庆幸的是，涉案银行卡被挂
失后，周金朝发现两笔转账均显示交
易失败，肖如的一万多元钱保住了。

“不只是这些钱，如果不是你们紧
急拦截，说不定微信账户里面的4万多
元钱，还有微信绑定的一张银行卡里
的6万元钱都会被骗走。”虽然转账未
成功，但肖如依然惊魂未定，请求民警
再查看一下手机上还有没有其他漏
洞。

查看肖如的手机时，民警发现其虽
然下载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App，但由
于长期未使用，App已自动退出登录状
态。“登录国家反诈中心App并及时进
行更新，同时要打开预警功能，它才能
更好地发挥作用。”周金朝解释说。

为了让肖如安心，民警帮她将微
信账户里的钱转移到了其家人的银行
卡上。随后，周金朝、王侃又和晓含聊
了很久，提醒他不要沉迷网络游戏，还
给他普及了一些防范未成年人网络诈
骗的知识。一直到晚上10时许，他们
才离开。

“在此类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多
以低价出售、赠送游戏账号或装备等
名义诱骗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缺乏辨
别能力，防范能力也较弱，容易被各种
所谓的‘优惠活动’吸引，很容易成为
犯罪分子的目标。”杜振生介绍说。

莘县警方提醒家长，务必要保管
好自己的手机及账户信息，绝对不能
将账号密码告知未成年人。此外，要
加强对子女的网络安全教育，叮嘱他
们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
要轻信陌生人发布的各类优惠信息，
以免成为犯罪分子的诈骗目标。

（除民警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