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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买的吉祥手机号是废卡
出售假电话卡假电卡，骗子骗走 10 万元

本报 12 月 8 日热线消息(记

者 张焜 通讯员 敏洁)手机

号尾数要是有“6666”、“7777”这

样的吉祥连号，那是多有面子的

事情。市民任先生通过朋友李

某，以 1000 元/个的价格买来所

谓的吉祥手机号，不料手机卡都

是空卡。8 日，法院有关人员告

诉记者，李某冒充电力部门员

工，通过出售假电话卡、假电卡

的方式，骗走 10 万余元。

2009 年 3 月份，市民任先生

通过朋友认识了自称在潍坊电

力部门工作的李某。李某告诉他

自己有法子弄到尾数为“ 8888”

的吉祥手机号。任先生信以为

真，花了 3000 多元买了 3 个吉祥

号码。这时，李某又提供了 6 张

便宜点的手机号，要价总共只有

2000 元。任先生立刻出钱买下。

可是，任先生回到家后，把所有

的卡都放在手机上试了一遍，结

果一个都打不通。等他到营业厅
查询后才发现，这些卡都是空

卡。这下任先生可气坏了，多次

找李某要钱。可对方还了 3000 元

钱后，再也联系不上了。

2010 年初，当任先生还在寻

找李某的时候，警方却提前一步
找到了李某。原来，李某应聘到

潍坊电力部门后，很少到单位上

班，不久就被单位辞退。但李某

却假借电力部门的名义在外骗

钱。一位市民受骗后报警，警方

将其抓获。警方查实，除了任先

生，还有 8 位市民因购买吉祥手
机号被李某骗取钱财，最高额达

到 8000 元。此外，李某还通过签

订假合同、出售假电卡等形式骗

钱，总金额达 10 万多元。10 月，

李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法院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

了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决定判

处其有期徒刑 7 年。法院工作人

员说，李某在 2008 年 1 月份就离

开了工作单位，此后一直没有固

定职业，而他卖给受骗市民们的

卡，都是从代理商手中要来的空

卡，这些卡没有写入手机号码，

完全是废卡一张。

100 元手机充值卡

网上仅卖 20 元？

本报 12 月 8 日热线消
息(记者 张焜)100 元的手机

充值卡网上仅卖 20 元，这样

的便宜货让市民刘纯芳心动

不已，结果汇出的 500 元钱

打了水漂。8 日，记者从警方

了解到，网上低价折扣骗局

近期频频得逞，市民千万不
能再贪便宜了。

8 日，做酒水销售的刘纯

芳已经放弃了要回 500 元充

值卡费的想法。她说，11 月

底，她在上网的时候无意间

看到一则广告，上面说 100 元

手机充值卡两折出售。想到市
场上确实流通着一些 50 元打
100 元的手机卡，她觉得这很

有可能是手机充值卡的终端

供货商在出售充值卡。刘纯

芳拨打对方的电话，对方介

绍了这种打折优惠充值卡的

情况，并答应货到付款。

刘纯芳当天就汇去了

100 元钱定金。 3 天后，刘

纯芳收到了 25 张充值卡，

她试了一张后发现根本不能

用，马上打电话询问。对方

说，打折卡是需要密码开通

的，只有付清钱后才能开

卡。刘纯芳信以为真，汇去

了 400 元钱。当她要求开卡

时，对方又提出了 500 元开

卡手续费的要求。“这肯定

是骗子啊，太明显了！”刘

纯芳当时脑子就懵了。挂掉

电话第二天再打，对方就一

直处于占线中。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这

种以低价打折为幌子的诈骗

活动屡见不鲜。目前，国内

各大电信运营商并没有实行

网上销售充值卡。市民购买

充值卡应该通过正规途径购

买，避免上当受骗。

跑着跑着
轮子掉了

8 日，在潍坊市宝通街上，一辆三轮车冲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里。据车主介绍，

当时他开着三轮车自西向东行驶，可能是拉的货太多太重，在行驶途中右后轮突然

脱落，导致三轮车冲到路边的绿化带。所幸的是驾驶员并没有受伤。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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