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娇滴滴的“女友”竟是陷阱
两男子使用变声器软件实施诈骗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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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元一只的“鹅界劳斯莱斯”被偷
青浦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案，抓获三名盗鹅贼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王嘉韵 朱佳栋

“警察同志， 我养的狮头鹅被人偷了，

市场价每只约 2000 元！” 近日， 在砺剑

2025 专项行动中， 青浦警方成功破获一起

盗窃狮头鹅案件， 抓获三名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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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 12 时许， 青浦

公安分局练塘派出所接陆先生

报警， 称其在练塘镇上穴路一

院子围栏内饲养的两只狮头鹅

被盗， 涉案价值达 4000 余元。

狮头鹅是我国珍稀鹅种， 因其

稀有性和独特风味而闻名， 被

誉为“鹅界劳斯莱斯”。

接报后， 民警立即赶赴现

场展开调查。 通过反复查看案

发周边的公共视频画面， 快速

锁定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鲁某、

白某、 黄某等三人， 并于当晚

在三人暂住地内将其抓获， 当

场从鲁某家冰柜内查获被盗的

狮头鹅鹅肉。

经查， 鲁某路过报警人陆

先生家院子时， 留意到院内圈

养的狮头鹅， 因听说该鹅肉质

鲜美， 便与白某、 黄某二人合

谋实施盗窃。 5 月 10 日 22 时

许， 三人前往陆先生家， 趁无

人之际将两只狮头鹅窃走。

目前，鲁某、白某、黄某等3

人因涉嫌盗窃罪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还在侦办中。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朱佳杰

本报讯 远隔千里的网上

“女友”，即使没有见过面，男子

的心已被对方所俘虏，为“她”

的遭遇心疼不已， 大方地转账

抚慰情绪……近日， 浦东警方

成功抓获两名使用变声器软件

实施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

“是我太傻， 轻易就信了

‘她们’ 的谎言……” 日前，

在浦东公安分局王港派出所大

厅内， 报警人何先生正将自己

的被骗经过悉数道来。

“我对‘老婆’ 真的是掏

心掏肺啊！” 何先生告诉民警，

他于去年 7 月在某聊天软件上

认识了意中人“小蕊”， 两人

特别聊得来， 短短一周就成了

男女朋友。 图片里的“小蕊”

笑容如山花般烂漫， 可身体却

和“林黛玉” 一般， 三天两头

就往医院跑。 何先生心疼不

已， 每月将大半收入转给对

方， 希望女友照顾好自己。 不

久， “小蕊” 再次找到他， 又

以各种理由“借” 钱。 不舍让

女友“痛苦”， 何先生纷纷应

允。 直到某一天， 女友突然不

回信息了……

“你这是遇到杀猪盘了！”

接报后， 王港派出所会同川沙

公安处根据线索立即开展调

查。 民警发现何先生几个月来

的资金都流入了外省市一男子

吕某峰账户上， 随后又流入另

一男子白某驹的账号， 确定两

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怎么会

是两男的？ ‘小蕊’ 去哪了？”

随着调查的深入， 民警逐渐揭

开了这场骗局的真相： 所谓

“小蕊” 从始至终不存在， 只

有两名骗子。 5 月 14 日， 在

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民警将犯

罪嫌疑人吕某峰、 白某驹成功

抓获归案。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吕某

峰交代了自己虚构“小蕊” 的

名字， 在网上冒充女性结识网

友， 后以虚构出差没有生活

费、 爷爷去世办丧事、 母亲患

癌等理由向被害人何先生索要

钱款共计 6 万余元。 因何先生

提出线下见面，为打消其怀疑，

吕某峰找到朋友白某驹， 使用

变声器软件发送语音做进一步

伪装， 并让白某驹虚构了一个

“闺蜜”的身份，让其“勾引”被

害人制造“分手”把柄后，结束

这段“关系”。失败后，吕某峰再

次虚构了一个“父亲”的身份，

但此时已是纸包不住火， 民警

找到了他们。

目前， 犯罪嫌疑人吕某

峰、 白某驹因涉嫌诈骗罪已被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现案件侦办及追赃挽损工作仍

在进一步开展中。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胡丹

本报讯 男子原是一名摄

影师， 却因沉迷高消费债台高

筑。 为摆脱困境， 不仅盗卖公

司配发的设备牟利， 还编造谎

言诈骗多位同事钱财。 近日，

徐汇警方破获一起利用职务之

便盗卖公司财物、 诈骗同事的

案件， 犯罪嫌疑人殷某因涉嫌

职务侵占罪和诈骗罪被刑拘。

不久前， 徐汇公安分局凌

云路派出所接到某公司行政主

管胡女士报警， 称公司用于业

务拍摄的摄像机、 镜头等贵重

设备在清点时发现缺失， 而这

批设备一直由员工殷某负责保

管， 但面对公司的询问， 殷某

总是支支吾吾、 百般推脱， 无

法交出设备。

接报后， 民警立即展开调

查， 通过调取公司公共视频、

设备管理台账及相关财务资

料， 锁定殷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 随后， 民警依法将其传唤

至派出所。 在确凿的证据面

前， 殷某最终承认了其擅自变

卖公司设备牟利的违法犯罪事

实。

据殷某交代， 自己因长期

沉迷高消费、 挥霍无度， 欠下

大量外债。 在巨大的债务压力

下， 他将目光瞄向了自己手头

保管的公司摄影器材， 见公司

长时间未对这些设备进行核

查， 他便心生侥幸， 偷偷将部

分设备卖出套现。 见一时未被发

现， 他胆子便愈发大了起来， 变

本加厉陆续将更多设备低价出

售， 非法获利 5 万余元。

在进一步调查中， 民警发现

殷某的违法行为远不止于此。 原

来， 他还多次编造“父亲病危住

院” 等虚假借口， 频繁向公司及

多名同事借钱， 累计金额高达三

四十万元。 而这些钱款并未用于

所谓“家庭变故”， 全部被用于

个人高消费支出。 此外， 警方还

发现， 殷某此前已在多家金融机

构背负贷款， 债台高筑， 经济状

况早已全面失控。

目前， 殷某因涉嫌职务侵占

罪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丢失的手机里为什么有数字货币交易APP

民警及时劝阻保住市民的“钱袋子”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韵怡

本报讯 随着“放管服”

改革的深入推进， 公民经商办

企业手续流程简化， 便利程度

显著提升。 然而， 不法分子将

目光投向了“营业执照”， 从

事非法买卖电子营业执照的违

法活动。 近日， 宝山区人民检

察院对这起买卖国家机关证件

案提起公诉， 法院以买卖国家

机关证件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

3 年 4 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

元。

2021 年， 在家待业的陈

某想兼职赚钱， 在一兼职微信

群中， 他看到有人鼓动大家办

理电子营业执照， 声称“不会

拿这些营业执照去做违法犯罪

的事”。 随后， 陈某将手机号

码和身份证照片发给对方， 对

方帮他办理电子营业执照， 每

次办完还需要扫二维码进行人

脸验证。 据悉， 电子营业执照

办理完成且有人使用后， “上

家” 会让陈某再次扫码进行电

子签字和授权， “并以每张电

子营业执照 10 元至 18 元不等

的价钱支付陈某佣金。

一段时间后， 陈某发现做

“上家” 能赚更多， 便也开始

在兼职群里找“下家”， 直至

2024 年， 陈某在新闻中看到

买卖国家证件是违法犯罪行

为， 害怕有人利用他注册的电

子营业执照做违法的事情牵连

到自己， 陈某便就此收手。

但这些被买卖的电子营业

执照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却在

发酵。 经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查

询后， 全国各地共有 4 起诈骗案

是诈骗分子利用从陈某处买到的

电子营业执照实施诈骗， 共计骗

取被害人 68 万余元。

陈某到案后交代， 他在明知

电子营业执照属国家机关颁发证

件的情况下， 仍将本人身份证提

供给“上家”， 通过人脸验证、

签字确认、 配合银行卡验资等，

以自己名义先后注册了 100 余家

公司， 向“上家” 出售其本人及

“下家” 名下 50 余张营业执照，

并从中获利 6000 余元。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陈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 情节严

重，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对

其提起公诉。 近日， 法院作出如

上判决。

百余张电子营业执照成“诈骗帮凶”
宝山检察院对一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提起公诉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陶佳音 王易寒

本报讯 近日， 闵行警方

接到一起手机遗失的求助， 民

警在帮助李女士找回遗失手机

后， 敏锐察觉其可能正遭遇电

信网络诈骗， 及时劝阻保住了

李女士的“钱袋子”。

当天上午， 市民李女士在

游玩时不慎遗失手机后报警求

助。 梅陇派出所民警接报后迅

速展开排查， 很快找到了捡到

手机的老伯， 上门取回手机。

在检查手机时， 民警发现

手机安装了多款数字货币交易

软件。询问之下，李女士表示最

近添加了陌生人，对方称“收益

可观”“稳赚不赔”，自己正考虑投

资虚拟币。 民警立即意识到李女

士可能正遭受诈骗， 于是通过真

实案例进行劝阻， 并协助李女士

删除了手机中的可疑APP。

“要不是民警同志火眼金

睛， 我可能真的会掉进诈骗陷

阱。” 深受感动的李女士次日专

程送来锦旗致谢。

高消费成瘾欠巨债 盗卖摄影器材被刑拘
一摄影师编造谎言诈骗多位同事钱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