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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服务 A11

小心“和睦邻居”
远亲不如近邻，对于身在异乡的人们而言，邻里之间的和睦

融洽非常重要，建立彼此的信任，伸出互助的双手，自然使人身心
愉悦。

但事情总有例外，有时看似和睦的邻居，却是居心叵测之徒，
会利用那份来之不易的信任，趁机下黑手，做出损人利己的违法
行为。日前，家住余姚市梨洲街道的杨女士就被自己信任的“好
邻居”黑了一把。

去年12月19日下午2点左右，杨女士向梨洲派出所报案，称
自己银行卡里的18200元钱被人转走了。接到报警后，该所民警
洪涛负责调查此案。经过详细询问了解到，杨女士本是湖南人，
远嫁到余姚，目前在梨洲街道经营一家饭店。当天上午，杨女士
拿着存折去银行取钱，结果被告知卡里的钱无缘无故少了，这令
杨女士一头雾水，自己平时很少使用手机支付，更不记得有取过
这些钱，回家苦思冥想后，跑来报警。

了解基本案情后，民警洪涛判断，很有可能是熟人所为。为
了拿到确切的证据，洪涛立刻赶赴银行进行调查，发现杨女士的
钱是在12月12日至12月18日之间，多次通过微信转账被人转
走，考虑到杨女士平时不太使用手机支付，民警认为杨女士很有
可能是被人趁机拿走手机实施盗窃。

通过对杨女士的再次询问得知，的确有另外一个人知道杨女
士的手机微信支付密码，此人正是杨女士的“好邻居”高某。经进
一步调查，民警发现杨女士被转出的钱，最终的确都流入了高某
的银行账户，这一铁证着实令杨女士大吃一惊，因为在她眼中，隔
壁这位年轻的邻居为人和善，乐于助人，两家人平时关系特好，自
己也特别信任对方，有事都会找他帮忙，甚至还把微信支付密码
都告诉了对方。

警方立刻展开了抓捕行动，当天下午5点，犯罪嫌疑人高某在
自己的回收店里被抓获，一上警车，心虚的高某就交代了自己的
犯罪事实。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高某今年30岁，江苏省徐州市人，一家人
都在余姚谋生，目前经营回收店。因为为人实在、手脚勤快，生意
一直不错，在街坊邻居中的口碑也很好。但没人知道，高某的经
济压力很大，不仅要抚养三个孩子，还有不少贷款需要偿还，人前
轻松的他始终在为生计而疲于奔命。

12月12日晚上7点左右，杨女士想要修改自己的手机话费套
餐，便找高某帮忙操作。高某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杨女士的请求，
快速帮助杨女士改完了手机套餐，而就在准备把手机还给杨女士
的一瞬间，高某脑中突然浮现了自己的种种生活压力，邪念由此
而生。加上之前杨女士跟他说过微信支付密码，高某一边余光瞄
着杨女士，一边紧张地点开了对方的微信，偷偷转了200元钱给
自己的微信，然后迅速退出所有界面，强装镇定地把手机还给了
杨女士。

望着满脸笑容，继续在自己店里闲聊的杨女士，高某最关心
她的手机是否会有短信提示。最终一切都很平静，杨女士没有任
何发现。高某放心了，也疯狂了，他立刻又找机会拿到了杨女士
的手机，再次转了3000元钱给自己。12月17日上午，高某故伎
重施，借口问话费套餐又转了5000元。12月18日上午，他再次
转走了1万元。他以为杨女士年纪大了，不懂网络查询，没有短信
提示，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罪行。然而仅过一天，警察就找上了
门。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之中。 牛伟

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信诈骗案已被广大
群众所熟知，以前此类案件多是冒充司法机关工作
人员以邮寄包裹，电话或银行卡欠费，法院传票及社
保卡欠费等形式对受害人实施诈骗。近期，我市又
发生多起冒充“公检法”诈骗案例，金额巨大且手段
翻新，警方为此提醒广大市民提高警惕。

近日，市民小金接到“快递小哥”的电话，说她
有一个快递在上海被警方拦截了，里面是埃及的旅
游签证。小金并未办过相关签证，对方称可能其信
息被冒用了，让她找上海闵行警方了解情况，并将
她的电话转接给“闵行警方”。随后，一名“汪警官”
接了电话，称小金牵涉到一起境外经济犯罪案件，
案情重大。

小金此时还是半信半疑，就用114查询了闵行
警方的电话，确认无误。随后她再次接到该号码来

电，并按照对方的要求打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检察院”的链接，找到“专案执行”进行相关操作后，
她赫然发现了关于自己的公文，公文的内容则是其
涉及一起境外经济犯罪案件，身份证、逮捕令一应俱
全。

小金顿时吓得六神无主，立刻按对方要求进行
“财产清查”，在网页上进行财产清查的区域输入个
人信息和银行卡账号密码等相关信息。经多次操
作，对方将小金的钱放到了“安全账户”，并要求其收
到余额变动的短信都不要打开，第一时间删除。等
到第二天，小金拨打银行查询热线，才发现卡里的
25000元不见了，这才发现被骗。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冒充“公检法”诈骗是提
前通过非法渠道获得受害人的个人信息，然后通过
网络改号软件，伪装成“公检法”单位的电话号码拨

打用户手机，接着以涉嫌诈骗洗钱、法院传票、信用
卡透支、邮包藏毒等方式恐吓受害人，也经常“旧瓶
换新酒”，近期还出现了以车辆违章、外地开公司缴
税、异地办理贷款和异地电话卡欠费等名义的诈骗
方式，接着再以帮助受害人洗脱罪名为由，要求对
方将钱款转账至所谓的“安全账户”，从而达到诈骗
目的。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要提高防骗警惕性，通过网
络、短信、广播、报纸、电视台等各类媒体，了解犯
罪分子作案伎俩，要知道公安机关是不会简单地
通过电话来办理案件的，如果接到类似电话，或是
收到伪造的通缉令、财产冻结令等不要慌张，可向
家人、同事、邻居、社区民警求证，不能轻信，更不能
不与任何人沟通就轻易地去银行汇款。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徐露 任巧露

冒充“公检法”诈骗手法又翻新，赶紧来长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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