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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余检

本报讯 马上就是国庆长假，很多家

长和小朋友已经在筹划着去上海迪斯尼

乐园游玩，并打算从网上买一些低价票。

网上购票是有优惠，但也要留心骗子，谢

某就是其中一位。他通过微信、QQ网络

工具等谎称可以代购上海迪士尼的低价

门票、餐券，但在收取代购费用后却不实

际购票。近日，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以涉

嫌诈骗罪对谢某依法提起公诉。

2016年，33岁的谢某从原工作单位

辞职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待业在家。当

年年底，闲着在家上网的谢某加入了一

个专卖“上海迪士尼低价门票”的QQ群，

他在群里看到有很多人买卖上海迪士尼

的低价门票赚取中间差价，一般一张迪

士尼门票出票价是230元，转卖价格是

250元左右，谢某心动了。

他开始在百度贴吧、QQ群等地海量

发代买上海迪斯尼低价门票的小广告。

之后，陆续有人加他QQ或微信来买票。

刚开始时，人家问他买票，他就到能够买

到低价票的人那里去买，谢某只是赚点

差价。今年1月，谢某觉得这样靠赚差价

的收益实在太少，他决定换个“卖法”。

这次，谢某主动“出击”，他联系了之

前成功从他这买过票的一些客户，告诉

他们有两大一小的周末套票（1000元）要

出，还有低价的园区餐劵。因为之前的

成功交易，这些人陆续从他这里买了几

千元的门票和餐劵，收到钱之后，谢某就

给他们发了上海迪士尼的预约确认邮

件。其实，这是虚假链接。

经过这些人试手，谢某慢慢开始寻

找尚未和他交易过的人来骗钱。他看到

QQ群里有人问有没有人可以出上海迪

士尼的低价门票，他就立即联系了对方，

对方也加了他的微信。对方微信昵称叫

“小余”，是在余杭做旅行社代购门票的。

听谢某报的票价低，“小余”有些怀

疑。谢某见状，提出可以与对方签对

公合同，但这依然没有打消“小余”的顾

虑，于是谢某决定出两张票来取得对方

的信任。

3月1日，谢某主动联系“小余”，问

要不要第二天的票，“小余”发了一个人

的信息给谢某，并通过银行转账了250

元给他。这张票后经验证是真票。随

后，“小余”又发了两个人的信息给谢某，

让他出3月3日的票，这两张票也是真

的。两次成功试单，让“小余”彻底放松

了警惕。“小余”先后发了33个名单给谢

某，并分三次给谢某转账了7500元。

但是，这笔33人的门票钱转账后，谢

某就没有再给“小余”出过票。谢某卸载

了微信，停了手机。当“小余”再也联系

不到谢某时，他明白自己被骗了，立即向

余杭公安报案。今年3月22日，余杭警

方在四川省成都市将谢某抓获。

后经审查，谢某还交代了其在今年

2月份，以同样方式诈骗其他人的犯罪

事实。

交警抱着老人
奔跑在高速路
动力源自哪里？

通讯员 张韬

近日，常台高速天台段发生惊险一幕，

一位84岁的老人因为迷路，行走在高速超

车道上。当晚执勤的高速交警邱云斌接到

过路驾驶员的报警后，迅速赶往事发地。

邱云斌见到老人时，他已经累倒坐在

中央护栏旁边的路缘带上，两只脚伸在超

车道上，有一侧手臂骨折了。邱云斌壮着

胆，抱起老人横穿过了两个行车道将其转

移到硬路肩内，并与同事开车将老人送到

医院。

后经了解，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住在

事发地附近的一家养老院内。目前，老人

家属已赶到医院，对警方一再表示感谢，老

人手臂骨折原因也已排除了是在高速上发

生事故造成的。

嫌疑人身份未明
抓捕组先出动
信心源自哪里？

通讯员 赵文成 陈琳

本报讯 近日，在宁波市区某工业园区

员工宿舍526室门口，犯罪嫌疑人徐某与桐

乡市公安局民警撞了个满怀，民警当即将

其擒获。从嫌疑人作案到落网，整个过程

不过30个小时。落网时，徐某一脸蒙圈，

他手上提着的包裹里装着正准备去销赃的

财物。

9月20日下午6时，家住桐乡市区润丰

国际小区的陈女士下班后发现家里的门锁

被撬，室内一片狼藉，价值30余万元的金银

财物不翼而飞。她赶紧到辖区振东派出所

报案。

案件情况很快就上报至桐乡市公安局

情指联勤中心。常驻联勤中心的情报、刑

侦、网警等立即为案件提供有效的技术支

撑，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的逃窜方向是宁

波。当时距陈女士报案仅过去2小时，警方

还未查明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及在宁波的落

脚点。

坐镇情指联勤中心的桐乡市公安局

局长戴金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宁波

距离桐乡市约2小时车程，让抓捕行动组

立即出动，2 小时内必定能查出详细线

索！”这一决策的背后，既有对桐乡智慧警

务建设的信心，也有对参加抓捕行动民警

的信任。

就在专案组民警即将赶到宁波的同

时，犯罪嫌疑人的准确位置和身份信息

“浮出水面”。9月21日，蹲守一夜后，警

方迅速出击，两名嫌犯先后在某工业园区

被抓获。

至此，持续了30个小时的“猫鼠游戏”

落下帷幕，失窃财物无一损失被悉数追

回。昨日，报案人陈女士来到振东派出所

辨认财物时，向警方致谢、点赞。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通讯员 林利军

家有病人，花完积蓄债台高筑，令人

心生怜悯；但利用假医用发票骗取医保

资金，又叫人不齿。昨天，三门警方公

布，经过8个多月的侦查，行程24个省

及自治区调查取证，破获了利用假医用

发票向当地农医保单位骗取农医保案

件，抓获涉案人员100多人，涉案价值1

亿多元。

一个电话号码牵出大案

今年1月9日，三门县刑侦大队城关

刑侦中队接到医保中心工作人员报案，

称他们在整理农医保发票时发现叶某

使用假医用发票骗取农医保资金 119

万元。案件受理后，城关刑侦中队马

上立案侦查，并依法传唤嫌疑人叶某

接受调查。

据叶某交代，之前妻子生病做手术，

家中开销巨大，正为钱发愁的叶某在上

海某医院看到墙上贴有开医院病历、住

院发票的小广告，于是根据小广告上的

电话与对方联系，想通过这些假发票骗

保。支付了千元手续费后，叶某收到了

从江苏寄来的住院发票和医用相关证

明、票据。叶某拿着这些票据到医保中

心成功骗取资金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先

后从医保中心共骗取资金119万元。

叶某说，他与制作假发票人员从没

有见过面，只有电话联络方式，对方叫

“张静”，其它一概不知。

一件快递成破案关键

通过这些小广告上的电话联系方

式，警方锁定嫌疑人在上海。

3月8日，警方在上海开鲁路一家快

递公司发现了一个可疑包裹，寄件人所

用名字为“张静”，包裹是从江苏寄给上

海的“张军”的，包裹内全是虚假发票和

出院小结、用药明细单等物品。

第二天，取件人驾驶着一辆黑色江

苏牌照轿车前来取件，通过调查车牌号，

警方发现，该车主为江苏人陶某。陶某

和妻子时某在2010年曾因涉嫌制造假

发票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随后，警方在陶某夫妇上海、江苏

的居住地，搜查出大量快递单、虚假住

院发票、用药明细、出院小结等涉案证

据材料，以及制假用的上海各大医院

印章。

经查，陶某夫妇从2013年开始，在

上海各大医院内张贴制作假发票小广

告，夫妇俩通过手机与买主联系，帮助病

人家属制作虚假医疗材料，骗取国家医

保专项资金，并按发票面额百分之十至

二十个点进行收取费用，非法获利上百

万元，给国家造成上亿元的救命钱流

失。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在作案过程

中，陶某将妻子化名为张静，自己则化名

为张军。

该案涉及全国24个省及自治区，涉

案人员达1000多人，并被公安部列为

督办案件。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

查中。

江苏来的包裹里
发现各类虚假发票和出院小结
他们用这来骗农医保，亿元国家救命钱被卷走

国庆来了，买迪士尼门票的游客可得长心
为了获取买家信任，这个骗子很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