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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 今日烟台

26岁的她 两年骗了50万
专吃“窝边草”，以出国担保、帮人找工作为名骗亲朋好友

用“魔音手机”变换各种身份打电话忽悠当事人
本报记者 孔雨童 鞠平 通讯员 周福基 马建军

“才刚刚毕业几年，这50万

都用来干吗了？”李涛警官告诉

记者，小杨诈骗的50万元有40万

都被她挥霍了。在搜查小杨的家

时，他们发现了各种名牌的衣

服、化妆品、手机等。“她现在用

的是nokiaN8，6000多一台。”警方

在烟台市一家大型商场调查时，

一提起小杨，有两个品牌的服务

员都表示，“这个女孩看来很有

钱，经常上千的衣服试完就买”。

采访中，李涛警官告诉记

者，审讯小杨时，小杨说自己从

小在长岛长大，一直生活简朴。

但毕业走上社会后，开始沉浸在

各种优越的物质生活中不能自

拔。“好像走上社会后，这种虚荣

心一下被放大了。”小杨说。

本报11月9日讯(见习记

者 孙芳芳) “这些人也

太猖狂了。”昨天上午，鲁东

大学的王丽告诉记者，她上

网查找公务员考试的相关

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条

公务员代考的信息。她随手

一搜，竟然发现了几百条相

关内容的信息。

接到王丽的反映后，记

者找到其中一家“公务员代

考网”，以考生的身份与对

方进行了联系。

当得知记者要求代考

的是国家公务员时，对方负

责人开出了6000元的价格，

并且不让还价。

随后这位负责人给记

者发送了一份详细的流程。

根据流程，考生需要先把自

己的详细信息，包括近期证

件照片、考试时间、考试地

点等资料发送到该机构的

电子邮箱。然后，考生通过

银行预付50%的订金。之后

代考网会查找“枪手库”中

与考生长得相像的“枪手”，

用最快的时间做好合成照

片、身份证、准考证。临考前

一周，他们将“枪手”的资料

以及联系方式通知考生。考

试通过后，再交清全部费

用。

“先打50%的订金，也就

是3000块钱到我的帐户上，

我立即安排枪手和你见

面”，在交谈了5分钟后这位

负责人开始催促记者打钱。

当记者表示不见面不能打

钱时，这位负责人立刻警觉

了起来:“捣乱的赶紧走，我

这边忙得很。”

据有关人士介绍，国家

公务员考试的各个环节都

十分严格，发现作弊行为处

罚非常严厉，企图靠这些雕

虫小技来糊弄过关是根本

不可能的。另外，在代考过

程中，考生需要事先将50%

的订金汇到代考机构的银

行账户，这种手法与现在流

行的一些行骗手段高度类

似，考生莫心存侥幸，待到

被骗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公务员考试临近

“网上代考”多起来
业内人士提醒不要上当

本报11月9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钟全胜

于丁一) 近日，家住芝

罘区的刘先生遇到了一件

郁闷事：到干洗店去烫整衣

服，店家却把衣服给弄丢

了，他多次与干洗店老板协

商，都未如愿。后经工商工

作人员协调，干洗店赔偿刘

先生100元。

前几天，刘先生发现

自己的夹克衫有些褶皱，

便到市区一家干洗店烫整

夹克衫，交付了6 . 5元钱。

但等刘先生来取衣服时问

题出现了—刘先生的夹克

衫竟然在干洗店丢失了。

刘先生找到店家理论，要

求干洗店赔偿其200元。店

主虽然承认过错在自己，

但只肯赔偿60元。双方协

商不成，刘先生无奈之下，

于10月30日到芝罘工商分

局投诉。

接到投诉后，工商管理

人员对此事积极展开调查，

最终经过协商调解，店主同

意按洗涤费的15倍赔偿给

刘先生，于是干洗店老板将

100元当场交给了刘先生。

对于处理结果，刘先生表示

满意。

烫整衣服丢失

干洗店赔偿100元

>>她从小简朴，走上社会后迷失

在查案过程中，警方发现小

杨的朋友们对她深信不疑的原

因之一是他们都先后接到过各

种人事部门、招聘企业的电话。

有的让他们填写登记表，有的让

他们等待通知。

小杨归案后，警方从她的物

品中发现了一部“魔音手机”。

“这部手机是可以变声的。”9日

下午，在奇山派出所，李涛警官

向记者展示了这部手机。记者看

到，这部手机看起来跟市面上一

般的山寨手机无异，但是打开菜

单后，却可以找到一个“通话变

声”的功能，里面有“男声一”、

“男声二”、“女声一”甚至“童声”

的各种选项。在李涛警官选择了

一个“女声”后给记者打电话，记

者听到了一个清晰的四十岁上

下的女声。

小杨交代，她从市场上买了

这部手机，然后开始以各种身份

给朋友打电话，所有人都深信不

疑。

>>她用“魔音手机”扮各种角色

2010年8月，烟台市民张女

士来到芝罘区奇山派出所报了

案。今年4月份，张女士表妹的

同学小杨在一次聚会时说，她

在外企工作，人际关系广，可以

帮助张女士和她表妹找一份好

工作。此后，小杨先后以“活动

经费”、“手续费”等名义让张女

士往一张卡上打了几万块钱。

可是直到8月份，找工作的事还

是被一拖再拖。张女士起了疑

心。

张女士报案后，警方很快便

找到了小杨。审讯时，小杨很快

交代了自己这几年行骗的方法，

就是向身边的朋友、同学、邻居

下手，以出国担保、托关系找工

作等方式让这些人把钱打到一

张卡上。由于小杨从小在长岛长

大，毕业后就到了一家外资企业

工作，加上这些年每次聚会、回

家时她都会有意向大家介绍自

己的“风光”，大家都对小杨“在

烟台很吃得开”深信不疑。于是，

2008年辞职后，小杨开始向身边

人下手，先后从9人手中骗取了

50万元左右。

>>50万元，她骗的都是身边人

一名刚满26岁

的女孩，在毕业后

的两年时间里，以

帮他人找工作为名

先后从身边的朋

友、邻居手中骗了50

余万元。而直到接

到警方电话，很多

她的同学、朋友依

旧不相信。她到底

是个什么样的人

呢？

奇山派出所民

警李涛拿着小杨使用

的那台“魔音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