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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泽润 蔡勇睿

本报讯 20万“救命钱”藏
在垃圾桶内，却被老伴当作垃
圾给扔了，幸运的是，在乐清黄
华边防派出所民警和同村村民
的帮助下，陈老伯终于找到了
捡走现金的人。

2月4日一大早，家住乐清
市柳市镇前京村的陈老伯从银
行里取了20万元现金，这是陈
老伯孩子汇来的“救命钱”。陈
老伯的老伴前些年得了重病，
每年都要去上海一家医院复诊。今年，陈老伯准备在2月14日带着
老伴去上海，孩子们提前给夫妇俩汇来了医疗费。

当天中午11点，陈老伯带着这笔巨款回到家，就犯了难。这么
大一笔钱，到底放在哪里安全呢？陈老伯想出了一个点子——将钱
藏到卧室垃圾桶的垃圾袋里。

“总不会有人翻垃圾桶找东西吧？”为了保险起见，陈老伯还在
垃圾桶里放了塑料袋等废弃物作掩饰。

然而就是这样的伪装，让陈老伯一家人吃尽了苦头。他前脚刚
走，老伴后脚就到。眼见垃圾桶“满满”的，老伴提起垃圾袋，就拿到
外面去扔了。

当天晚上 11 点多，临睡前的陈老伯想起这笔巨款，想清点一
下。结果发现垃圾桶空空的，询问老伴后，陈老伯才知道，这笔巨款
被当作垃圾给扔了。

两人将垃圾堆翻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一无所获。当晚，陈老伯
就找村民帮忙，查看在垃圾堆旁的监控，看有没有人捡走。

监控显示，当天下午2点左右，一名拾荒男子捡走了这袋物品，
他丢了真垃圾，只带走了钱。

陈老伯一家随后报警，黄华边防派出所的民警开始寻找这名拾
荒男子的下落。可惜的是，监控内的拾荒男子脸部特征并不明显，
很难确认身份。在更多视频监控的辅助下，2月6日下午3点多，陈
老伯和民警终于在柳市镇柳南村一废品收购站处找到了该名拾荒
男子。

起先，拾荒男子否认自己捡到过这笔现金，陈老伯只好让民警
帮忙说情，劝服对方归还。

“这是老人家看病的救命钱，你把钱私藏了，不就断了人家的活
路了吗？”眼见拾荒男子态度强硬，民警拉住他进行苦劝。听到这番
话，拾荒男子沉默许久，终于承认自己拿走了这笔钱，将现金掩埋在
了附近的一处低洼草丛内。

拾荒男子说，自己捡走钱后两天没睡好觉，也不敢花，心理压力
很大。随后，他将这笔20万元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了陈老伯。

通讯员 毛小俏

本报讯 江山市江东大道的棋牌室里，最近来了位“赌神”，
连续 20 多天，他在这里搓麻将逢赌必赢。他连日的“旺手气”，
令牌友们纷纷称奇的同时，也疑惑不已。然而，在民警面前，这
位“赌神”很快现了原形，原来，他串通一名同伙，利用作弊装备
诈赌。

时间回溯到去年11月，平时喜欢搓麻将的杨某通过微信添加了
一位陌生人“林总”，之后，“林总”常常在微信给他发一些视频，里面
介绍了一种可以通过控制麻将牌逢赌必赢的设备。

因为没有固定收入，加上欠了一些外债，杨某对这种机器设备
产生了好奇，萌生了靠它来赚钱的想法，于是，杨某将该想法告诉了
徐某，两人一拍即合。

徐某的表哥吕某在市区经营一家棋牌室，平时生意不错，徐某
将这家棋牌室介绍给了杨某，两人约定盈利后收益平分。期间，杨
某通过微信，向“林总”购买了一整套作弊设备。设备到手后，徐某
对吕某谎称因下雨天无处可去，要在棋牌室内休息，逗留了下来。
之后，趁众牌友离开之际，两人瞒着吕某，将该设备安装在了棋牌室

中的某台麻将机内。
此后，杨某在棋牌室搓麻将时顺风顺水，经常能摸到一手大牌，

为了不让众牌友看出破绽，他也偶尔胡几把小牌，很长一段时间竟
无人识破。期间杨某共获利近2万元。

搓麻将凭的是“手气”，杨某却连续“擂台不倒”，令牌友们疑惑
不解。此后，有人发现，杨某打牌，每每做庄时，会将一只手放进胸
口，举止可疑。

江山市城中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赶到现场后，对麻将机
进行了检查，发现麻将机内被安装了一套遥控装备，由电路板及一
线缆、两副麻将牌、两个骰子、一个遥控器构成。“赌神”杨某当即被
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据杨某交代，遥控器是配合作弊器使用的，上面有“ABCD”四个
按钮，代表四个方向，可以选择所坐的位置方向，遥控器可以控制麻
将牌和骰子，但只有在做庄的时候才有用，杨某只要按下遥控器，便
能抓到一副好牌。作案时，杨某会将遥控器放在胸口的口袋，等到
坐庄时就打开按钮；如果不按下遥控器，程序不开，这仍是一台普通
的麻将机。

目前，杨某、徐某均因涉嫌诈骗罪被江山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
审，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肌无力
警有情

通讯员 沈羽石田舍郎

2月8日下午，一位患

有肌无力症的当事人来到

嘉兴市中级法院参加庭

审，法院服务品牌“和捍东

一起学雷锋”领衔人任捍

东等见状，主动伸出援手，

冒雨将她背至法庭。庭审

结束后，再次将当事人背

回车内，送她安全离开。

外地约会女网友
不料落入传销圈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潘再阳 黄超

“警官，太感谢你了，如果没有你的帮
忙，恐怕我们父子就难相见了。”2月7日晚
上7点多，一对父子在浦江白马派出所值班
室，拉着民警查聪聪的手一个劲儿地道谢。

这个故事还得从半年前说起。
2016年10月21日，村民老张前来派出

所报案，称其22岁的儿子小张，自9月离家
去了杭州后，经常打电话回家要钱。而且，
小张每次要钱的理由都千奇百怪，一会儿
说要订婚了，一会又说出车祸了……

老张和妻子想不通，儿子才出去打工
不到一个月，竟然要订婚了。而且，夫妻俩
每次给儿子打电话都无人接听，只能等儿
子打电话回家。“我们很担心他，想让他回
家，但他怎么都不肯。”担心儿子被骗，老张
只能来到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警后，白马所值班民警查聪聪
当天就将小张列为失踪人员，通过查找，他
发现，小张去了江苏盐城。

人明明在江苏，为什么要骗父母说去
了杭州？结合之前的种种可疑情况，查聪
聪推测：小张很可能被骗进入了传销组织。

浦江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并联动江苏
盐城相关派出所，寻找小张踪迹，但是，小
张一度断了音信，让寻找工作陷入僵局。

事情在几天后有了转机，小张的一位
朋友向警方透露，小张正通过 QQ 向朋友
借钱。很快，浦江警方找到了深陷传销窝
点的小张，并成功将他带回。

原来，小张之前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女
网友，两人相约一起到江苏盐城打工。让
小张没想到的是，这个女网友是传销人员，
小张到达盐城后不久，便落入了传销窝点，
被迫向父母和朋友要钱。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警方提醒，找工作须谨慎，且不要轻信
网友。若不慎误入传销组织，不要跟对方

“硬碰硬”，应首先保护好自己，并伺机寻找
脱困的时机和方法，一有机会，立即报警或
向周围群众救助。

耄耋老人出走
民警助她回家
通讯员 程建喜 苏晓敏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在派出所连续住了两晚之后，
82岁的钟老太在民警陪伴下，终于回到了
她在杭州萧山的妹妹家里。

事情要从2月6日说起。当晚11点，杭
州上城公安分局清波派出所路面巡防队员
在吴山广场附近，发现一名老奶奶孤零零
地在路面徘徊，巡防队员立即上前询问，可
老奶奶一口方言一时难以沟通，巡防队员
便将她送回了派出所。

派出所里，老奶奶不太配合值班民警
问询，只说儿子在外打工，老伴去世，儿媳
在家，但自己不愿意回家。

民警只好暂时将老奶奶安置在派出所
调解室休息，还给她准备了一些食物。因
为老太太讲话有萧山口音，2 月 7 日一大
早，所里安排萧山籍的民警与老奶奶再次
进行沟通。期间，民警根据老人的基本特
征，对最近一周内上百条走失协查信息和
5000多条户籍人口信息进行了逐条筛查，
还陪着老人去过萧山当地，但老太太的身
份一直是个谜。

看着忙碌的民警为其奔波，昨天，老人
终于道出了自己的真实信息，以及不想回
家的“秘密”：原来，她姓钟，82岁，居住在萧
山区戴村镇，2 月 5 日因和儿媳吵架，一气
之下离家出走。此外，老人还说出了自己
妹妹家的地址。考虑到老人与儿媳之间有
别扭，民警最后将离家4天的老人送到她妹
妹家里。

民警提醒，子女要多与老人沟通，关心
老人生活，避免发生意外。

陈老伯夫妇领回“救命钱”找到钱的废品收购站

搓麻将凭的是“手气”，他却一直“擂台不倒”

好手气的“赌神”竟是位“老千”

20万“救命钱”藏垃圾桶里被老伴扔了
幸好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帮老伯找回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