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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高息校园贷款套路深，由此引发的悲剧时常见诸
报端。日前，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审理的一起盗窃案中，被告人
也曾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一次投资失败后，不得不通过

“校园贷”以债还债，最终不堪重负走上歪路，网络盗窃4.5万元
用来支付高额利息。

2015年，李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某大学口腔专业，因为表
现突出，他被选为班长，辅助老师处理班级事务。在学校，李某
学习刻苦，热爱体育，还经常组织同学参加公益活动。然而，
2017年6月，这位老师、同学眼中的好学生却站上了杭州市上

城区法院的法庭。
经上城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11月9日，被告人李某从他

人处获知，利用抓包软件可盗充某金融信息服务公司的理财账
户来非法获利，于是，他偷偷用一名叫郭某的人的身份信息和
银行卡进行操作。李某先在账户充值300元，利用申购的某款
理财产品的系统漏洞，用抓包软件篡改后台数据，盗充4.5万元
到郭某的账户并全额提现。

上城法院一审认定李某犯盗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1个
月，并处罚金2000元。随后，李某因不服一审判决，委托律师
向杭州中院提起上诉。

李某的辩护律师表示，对于法院查明的犯罪事实，李某并
没有异议，但他认为一审判决实刑，量刑过重。律师介绍，李某
走上犯罪道路的背后，其实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原因。

原来，李某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为了减轻父母负担，2016
年，李某听说一个叫“CMB金融互助平台”回报率相当可观，就
决定尝试着拿一笔钱出来投资，自己赚取生活费和学费。

投资需要筹集4万元本金，这对身上只有微薄生活费的李某来
说，压力不小。他仔细计算了CMB的收益率，反复斟酌，决定先向

一些网络贷款平台借款，等投资返利后再来还贷，赚取利息差额。
社会经验尚浅的李某没想到，“CMB金融互助平台”乍看

人气爆棚，实际上涉嫌集资诈骗，他刚投入4万元投资款，平台
负责人就卷款跑路，钱全部打了水漂。

此时的李某傻眼了，他根本不敢告诉父母，只能自己默默
“扛”了下来。当初，李某为了筹集本金，高息向各个贷款平台
借款4万元，却背上了6万元的债。投资失利后，李某债务缠
身，只好继续向各个网贷、校园贷平台借款，拆东墙、补西墙。
债滚债、利滚利，欠债数目越来越大，直到案发前，李某的全部
债务还款金额总共达到16万元左右。

直到案发后，李某的家属才得知李某借款、还款、盗窃的整
个过程，家属第一时间筹钱退赔了被害单位，并取得对方谅解。

辩护律师说，李某只是一名普通高校的学生，根本无力归
还十几万元的债务，他是在不堪催债的压力之下，一时失足才
犯下错事。律师认为，李某的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
区别于传统盗窃犯罪，希望法院能考虑到他的犯罪动机，对李
某从轻处罚，判处他缓刑。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记者 许梅 实习生 胡宗昊 通讯员 陶晓敏

夜幕降临，马路上的热气仍在蒸腾。
杭州市学院北路萍水街路口，当人们如鸟儿归巢般纷纷往

家赶时，穿着橘色工作服、套着反光背心的他们也开始了自己
的工作：刨开路面表层，清理废渣，铺洒乳化沥青，摊铺上新的
沥青、轧平……他们，要让破损的路面完成一次“重生”。

他们，就是道路养护工人。7月13日晚，记者赶到养护现
场时，白天的高温余威仍存，马路上热气蒸腾，可养护工人并不
在意，“我们把路养护得更好一点，干活更快一点，大家回家的
路就更畅快更安全，回家也能早一点。”

一组6人，年龄几乎都在50岁以上。伴着维修车的轰鸣、
呛人的粉尘和刺鼻的沥青味，这群在马路上挥洒汗水的快乐大
叔让人肃然起敬。

无暇掸灰尘 奋力舞镐头
57岁的董来顺是杭州市拱墅区市政园林管理所道路养护

班的班长，入党5年的他干这行已经38年。长年累月在马路上
工作，他的脸被晒得黑里透红，“我们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但
晚上作业较多，主要是为了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当晚要维修养护的这段路在十字路口、学院北路机动车道
的最东侧。由于来往重型车辆的碾压，这段路面变形严重，有
的凹陷，有的拱起。按照杭州的规定，这种破损路面在巡查人
员发现上报后，必须在48小时内维修养护完成。

董来顺麻利地放好绕行标志牌和锥形桶，标好施工区域。
在他的带领下，其他人开始投入“战斗”。最先出动的是铣刨
机，一个人站在上面操纵方向盘，就能用刀头把破损的路面压
碎、刨开。但铣刨机还是会有刨不到的边边角角，这时候就要
靠师傅们用洋镐抠挖了。

高速旋转的刀头卷起4厘米厚的柏油路面表层，也掀起尘
土，落在师傅们的头发上、肩膀上，呛得站在一边的记者不住咳
嗽，但董师傅他们却无暇掸去灰尘，只是奋力地挥舞着镐头。

“我们这边除了小毛，其他人都50多岁了。”董师傅指了指
正在开铣刨机的毛奇慧，顺手解开工作服最上面的两颗纽扣，
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流到颈部，又滑入胸口，“年轻人都不愿意
干这活，嫌太脏太苦太累，就我们一直坚持着。”长期的路面养
护，使董师傅的手指甲被沥青涂成了暗淡的黑色。

其实，董师傅口中最年轻的毛奇慧，今年也32岁了。刚从
铣刨机上作业下来的他，衣服黏答答地贴在身上。“我等会再接
受采访吧，‘老大哥’们在忙，我怎么能停？”他拿起扫把加入到
清扫废料的队伍中，一下一下，扫把在他的手中“唰唰唰”地挥
动着，干脆有力。

“没有分工，因为每道活都要大家一起搭把手。不用说也
不会有人在旁边闲着。”58岁的茹海江挥舞着洋镐，正和窨井
盖边一处铣刨机铲不到的沥青块较着劲。一旁，52岁的鲁金
龙和54岁的侯新明也是满头大汗，正努力把沥青碎粒扫得干
干净净，“哪怕一点没扫干净，都会影响到新沥青和底层的粘
合度”。 （下转2版）

清理铣刨机刨起来的废料

倾倒滚烫的沥青 摊铺沥青，一弯腰，热气烫脸。

又是因校园贷惹出的麻烦

4万借款“滚”成16万 被逼债他竟去盗窃

冒着150℃的高温，他们让破损路面“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