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幸 范峻诚

本报讯 买“皮肤”换“装

备”，“熊孩子”偷偷使用母亲绑

定在手机上的网银在游戏中豪

掷千金。王女士本以为遭遇“盗

刷”，民警上门后一眼识破了孩

子的“骗局”。

近日， 闵行公安分局吴泾

派出所接市民王女士报警求助

称， 发现银行卡内有连续多笔

游戏充值消费，累计达上千元，

怀疑被盗刷，于是报警求助。

民警从王女士的微信登录

记录中发现， 有一台设备型号

与王女士的儿子小宋平日使用

的平板电脑型号一致， 且登录

时间与充值记录吻合， 推断是

小宋所为。 王女士却认为小宋

并不知道支付密码， 而且平常

严格控制游戏时间， 更不会有

机会拿家长手机充值游戏。

在检查充值记录后， 民警

发现所谓“盗刷”时间均集中在

早晨7点左右，此时王女士正好

起床洗漱，手机无人看管。民警

于是找来小宋耐心开导， 仔细

询问是否使用过母亲的手机。

“因为看上了游戏里的道

具。 ”小宋最终向民警承认，支

付密码是自己偷看到的， 寒假

期间趁母亲起床洗漱的间隙，

登录母亲的微信购买了游戏里

的皮肤，为了避免被发现，还删

除了支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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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务便利骗取百余万纠纷赔偿款
医疗美容公司一员工被判刑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奕颖

虚构投诉、 伪造材料， 员工就

这样将公司的赔偿金悄然转移进了

自己的腰包。 日前， 长宁区人民检

察院办理了这样一起职务侵占案

件。

高某在上海某医疗美容公

司工作， 从 2021 年开始， 他

便独自担任公司的医疗纠纷处

理专员， 负责处理公司医疗投

诉等纠纷， 包括对投诉客户的

安抚及赔偿申请的审批等。

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 高

某逐渐发现公司退赔审核的流

程中存在漏洞———只要赔偿金

额不超过 20 万元， 财务部门

就不会找总经理核实， 客诉单

就能顺利获批， 高某于是动起

了歪心思。

高某找到好朋友王某， 称

自己手头上有个项目， 既可以

赚钱还能帮自己刷业绩， 询问

王某是否有兴趣加入。 王某知

道高某在医疗美容公司上班，

以为就是花钱购买一些医疗用

品帮高某冲业绩， 没多想就答

应了下来。

高某并没有对王某详细

说明具体操作流程， 只说操

作完成之后银行账户里会收

到一笔钱。 本着对朋友的信

任， 王某给高某转账 2 万元，

并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和

银行账户。

半个月后， 王某果然收到了

10 万元的转账。 欣喜之余他

按照高某所说， 自行扣除了

原先的 2 万元和部分酬劳，

将剩下的钱全部转给了高某。

见赚钱如此轻松， 王某还

想继续。 高某则表示： “每个

人的信息只能做一次， 想继续

做的话， 就只能用别人的身份

信息来做。”

于是王某便开始找别人帮

忙， 收集身份信息用来“赚

钱”。 此外， 高某也继续以相

同的说辞寻求袁某等其他朋友

的帮助。 其间， 高某的朋友们

也有心存疑惑询问情况的， 都

被高某以“就是普通的销售刷

单” 为理由搪塞了过去。

时间来到 2023 年 6 月，

该公司负责人在整理财务报告

时注意到， 从 2021 年起， 公

司医疗退赔的金额较前几年出

现倍增情况， 数额有很大的异

常。

经过调查， 公司发现这些

医疗退赔材料审批上的客户签

名字迹一致， 疑似造假， 且通

过对退赔顾客名单的梳理发

现， 很多收到退赔钱款的人都未

曾在公司消费及治疗。

怀疑公司退赔款被骗， 且专

员高某有很大的嫌疑， 负责人立

刻报了警。 7 月， 高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归案。

经查， 2021 年至 2023 年期

间， 高某利用其作为医疗纠纷处

理专员的职务便利， 通过其收集

的王某、 袁某等人的信息冒充公

司投诉客户， 制作虚假的“纠纷

顾客费用审批单” 及相关赔偿和

解协议， 骗取公司支付的医疗纠

纷赔偿款共计 100 余万元。

案件移送长宁检察院审查起

诉后，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 犯

罪嫌疑人高某利用其在公司职务

上的便利， 将公司财物 100 余万

元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巨大， 犯

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鉴于高某在本案审查期间已

全额退赃并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

可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长宁检察院提起公诉， 长

宁区人民法院最终以职务侵占罪

判处高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15 万元。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潘颖

本报讯 手机丢失后刚补

办好手机卡， 竟接到了外卖员

配送完成的提示电话， 究竟是

谁在用自己的账号点单？ 失主

根据这“从天而降” 的订单顺

藤摸瓜， 偷窃手机的盗贼很快

浮出水面……

去年 8 月某日凌晨， 小夏

想起自己此前停在路边的轿车

需要挪走， 便骑电瓶车出门，

将电瓶车停放在某超市门口

后， 小夏赶忙开着自己的轿车

去找车位。 等停好车后才想起

来自己的手机还放在电瓶车车

兜里没有拿， 没想到再回到电

瓶车旁时， 手机已不翼而飞。

次日中午， 为了不影响正

常生活， 小夏至营业厅补办了

手机卡。 没想到， 卡插进备用

手机里没多久， 小夏就接到了

外卖员的电话， 表示外卖已送

达， 请小夏及时取餐。

自己连手机号都刚补好，

哪里有功夫点外卖呢？ 疑惑的

小夏赶紧登录外卖平台查看，

发现外卖员所言非虚， 并且除

了正在进行的这一单外卖之

外， 在手机丢失的这段时间里

还有多笔“凭空” 出现的消费

记录。

因为小夏在外卖平台上开

通了免密支付， 只要登录他的

账号， 就可以“无障碍” 订

购， 而能登录账号的人很有可

能就是偷手机的罪魁祸首。 想

到这里， 小夏便到外卖收货地

址处蹲守， 发现有可疑人员来

取外卖后迅速报警。

经公安机关调查， 来取外

卖的男子是帮工友唐某前来取

餐的， 而唐某正是盗窃小夏手

机的人。

案发当晚， 唐某在外闲

逛， 趁无人注意偷走了小夏放

在电瓶车车兜里的手机后快速

逃离现场。 回到自己的住处

后， 唐某发现没有办法解锁小

夏的手机， 就将 SIM 卡拔出

插进了自己的手机里， 后将小

夏的手机藏了起来准备之后卖

掉。 之后， 唐某在自己的手机

上登录了小夏的外卖平台账

号， 利用免密支付成功下单多

次， 直至失主小夏顺着线索报

警后将其抓捕。 而这也不是唐

某第一次作案， 去年 7 月时，

唐某曾趁另一名被害人因醉酒

倒在路边意识不清时， 偷走其

身边的手机一部后销赃得款

50 元。

经审查， 唐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手机，

经鉴定， 小夏的手机价值

3000 余元， 另一部涉案手机

因灭失未能估价。 唐某曾有盗

窃前科， 系累犯， 具有社会危

险性。 去年 11 月 26 日， 松江

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

唐某提起公诉。 近日， 松江区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唐某犯盗窃

罪， 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

处罚金 2000 元。

手机被偷后凭空出现外卖订单
失主顺藤摸瓜锁定盗贼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晟迪

本报讯 路上丢了一万块

钱， 民警却比失主还急？ 近

日， 嘉定警方收到热心市民高

先生转交的 1 万元现金， 称是

自己在散步途中偶然捡拾到

的， 可谁知， 如何找到失主却

成了难题。

近日， 市民高先生带着 1

万元现金来到嘉定公安分局嘉

城派出所。 经过了解民警得

知， 高先生方才在散步途经温

宿路桥时， 发现地上有一捆扎

好的崭新百元大钞， 目测有一

万元左右。 高先生在现场等候

良久， 始终不见有失主回来找

寻， 于是将这笔钱送到了派出

所。

民警根据高先生提供的信

息， 调阅了之前该区域的公共

视频， 透过绿化丛缝隙反复甄

别， 终于确认了失主左老伯的

身份。 但是， 民警连续拨打左

老伯的联系电话， 都被对方直

接挂断， 无奈之下， 民警只得

辗转联系上了左老伯的女儿左

女士。 可令人意外的是， 左女

士经询问后告知， 她父亲并未

丢失钱款。

就当民警带着疑惑重新调

阅现场视频之际， 左女士的电

话又匆匆而至。 原来当日上

午， 左老伯到银行取了 10 万元

现金， 回家路上， 途经温宿路桥

时， 发现钱从口袋里不慎掉落，

左老伯立刻俯身捡拾， 却不料他

只注意捡起身前的一捆钱款， 却

未察觉身后还有一捆掉落的万元

现金。 回家后， 老人将现金与家

中零用钱放在一起后也未清点，

当接到民警的陌生来电， 警惕的

他只当是诈骗电话不敢随意接

听。 直到左女士去到父亲家中亲

自点验， 这才发现确实少了 1 万

元现金。

随后， 左老伯在女儿陪同

下， 来到嘉城派出所， 从民警手

中领回了丢失钱款， 并对民警表

示感激。

好心人拾金不昧 找失主“一波三折”
啼笑皆非：民警被误会成“电诈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