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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18日，严强在泰安家
中被警方抓获，对犯罪行为供认不
讳。现实中的他并没有朋友圈中
那么光鲜：父母都是下岗职工，家
住公租房，每个月租金300元，家里
有一辆摩托车、两辆自行车，还有
一辆电瓶车。

案发时，严强还在当地一家中
医院实习，每月实习工资 1400
元。如果没有此事，今年6月，他将
大专毕业。

当他的家人听说儿子涉嫌诈
骗100多万元，气得直跺脚。在父
母眼中，日子虽清苦，但从来没有
苦过儿子。因为担心孙子的钱不
够花，爷爷的退休金全都贴补给孙
子。

虎丘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发
现，这个原生家庭缺乏沟通，父母
为生计打拼，很少关注孩子的心理
状况。学校辅导员反映，严强不合
群，平时爱吹牛，喜欢跟人借钱，和
同学关系不好。到案后，严强一开
始也是谎话连篇，最后在证据面
前，不得不承认诈骗的事实。所谓
全球有买手、清关有资源、鞋店有
股份，这些都是子虚乌有。

严强接受办案人员问询时表
示：“支付宝每天都有进账，感觉很

爽。”
他实现了所谓的“财务自由”，

彻底放飞自我：买小狗1万元、买衣
服鞋子3万元、在豪华酒店请同事
领导吃饭2万元、招待朋友积累人
脉5万元……其间，他还特意买了
两辆车，一辆价值6000元的电瓶
车和一辆10万元的二手宝马越野
车。

汽车从北京拉回山东，光修车
就花了六七万元，之后和朋友开车
到北京散心，现金不够花，又把车
卖了5万元，在北京继续挥霍。

去年12月19日，虎丘区人民
检察院对严强批准逮捕。

黄伟父母几乎借遍了亲朋好
友，才把债务还清了。此前，黄伟
被逼得自残，他把手臂划得一道一
道。父母怕他想不开，天天在家守
着他。疫情期间，他在家在线学习
了很多建模和图像处理软件，他对
未来有了新的规划。

他决定彻底与“拆东墙补西
墙，直到鞋子崩盘、砸盘一次、遗憾
终生”的日子告别，他一口气退出
了微信里的所有“冲冲群”，卸载了
手机中的所有炒鞋交易App，“是
时候说再见了”。

(中国青年报）

““炒鞋炒鞋””大学生的独白大学生的独白：：

““135135万竟然没买到一双真鞋万竟然没买到一双真鞋””
1月27日凌晨4点，朋友圈传

出爆炸性消息——科比去世。曾
经是“炒鞋”大军中的一员——江
苏某高校大二学生黄伟（化名），拿
出珍藏已久的科比鞋，以6000元
高价“抵债”。

抵债实属迫不得已。去年5
月到7月，19岁的黄伟因“炒鞋”被
一位来自山东泰安的20岁小伙子
严强（化名）骗了135万余元。他
用高昂的“学费”，终于看清“鞋圈
能人”的真面目。

3月12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
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嫌
疑人严强提起公诉。

去年 4月，两人通过“闲鱼”相
识，相同年纪、爱好，让两人“相见恨
晚”。很快，两人成为微信好友。在
黄伟来说，认识严强“比交易鞋子更
让兴奋”。在鞋圈，这些年轻人因热
爱而“结伴”。

早在高中时期，黄伟喜欢篮球，
渐渐关注“鞋圈”，成为高中时代最早
一批下海“鞋圈”的人。2018年，黄
伟考入大学，这意味着，他可以拿出
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做“鞋子生意”。

不经意间聊天透露的信息，让黄
伟见识到严强的“实力”。“他说在日
韩英德美都有专门的买手，还有专门
的水客运渠道，清关中转的速度比别
人还快。”不仅如此，严强还自称可以早
于别人提前拿货，发售前就可以拿到

“后门货”（提前拿到仓库门店的货）。
交流中，严强还时不时发给他一

些“收藏”图片。这些成堆的鞋子中，

不乏几万块钱一双的畅销款鞋。
一次，严强发来一张兰博基尼汽

车图片，顺带说了一句，“正在交罚
款，24000元的罚款，正好还差1800
元。”读懂弦外音，黄伟主动提出借给
他1000元，“感觉他很有钱，不怕还
不上”。

过了两天，严强发来一个7秒钟
视频，内容是一家球鞋实体店的画
面，严强说这是自己在成都刚入股一
家鞋店。平时聊天中，严强常常给出
投资建议和未来球鞋的发展方向，这
让黄伟很崇拜又备感亲切。

去年5月2日，一个朋友向黄伟
提出要买10双黑满天星，话语间透
露出对黄伟的不信任，还顺带提了

“苛刻”要求。黄伟很郁闷。严强听
说后，就帮着跟对方交涉，微信上一
番交锋后，对方爽快地和黄伟签订合
同，还支付全款。

“135万竟然没买到一双真鞋”

一次，严强委托黄伟帮忙在苏
州抢一双黄金女码的AJ1鞋子。这
款鞋子发售价是1799元，黄伟排了
一天一夜，最终也没买到，后来还是
通过鞋子交易平台以 3500 元的价
格，从其他人手里买了一双同款，最
后以 5500 元价格卖给了严强。第
一笔生意，黄伟就轻松挣了 2000
元。

初次试水，黄伟感觉严强“出手
大方、做事爽气”。随着信任升级，黄
伟开始委托严强大批量拿货，“他给
我看了一张货单，有些市场上4500
元的鞋子，他这边只要3400元，像这
种优惠的单品还有很多”。

2019年是炒作经济快速发展的
一年。受篮球文化、嘻哈文化和明星
文化的影响，球鞋从小范围收藏，一
下变得炙手可热。去年夏天，“炒鞋”
热度空前高涨，“男孩一面墙，堪比一
套房”不再是想象。

惊人的数量、巨大差价，让黄伟
信以为真。做了3年的鞋子生意，黄

伟加入了不少的“冲冲群”，积累了一
些客户资源。他通过多个鞋子交易
平台发布了卖鞋信息，并很快吸引了
大批客户。

有证据显示，2019年5月初到6
月底，黄伟先后收取几十人的定金或
全款，随后，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
卡等方式，陆续给严强转账130多万
元，用于购买潮鞋。

“炒鞋交货有周期，新鞋发售之
后1个月内发货，我对他那么信任，
从来没想过会打水漂。”黄伟说。

很快，最早一批交定金的客户因
没有如期拿到鞋，就开始纠缠黄伟。

“退钱、赔偿，要么给鞋子”，3个都是
他无法实现的选择。发现情况不对，
黄伟开始催货，“天气原因、海关扣
留、他人截获、物流问题……”种种因
素导致鞋子无法到达。

直到后来催得紧了，严强又以
“马上发货、正在打包”为由，敷衍了
事。黄伟只能通过不停地心理暗示
和讨好，试图拿到这四五百双鞋。

“遇见贪婪的人，心里有说不出的痛”

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黄伟
的客户们纷纷开始要求退钱、赔
偿。当初为了促进交易互留的身
份证照片，如今却成了攻击的手
段。有些极端的客户在黄伟所在
高校的表白墙上贴出身份证和照
片，上面写着“骗子，黄某是个大骗
子”。还有人干脆跑到学校门口堵
人。

去年6月初，黄伟来到山东泰
安，并通过朋友圈照片找到了严强
的家。对于黄伟的突然来访，严强
拒绝见面，还以不信任为由将其拉
黑，后来还是通过中间人才重新加
上微信。

6月底是学校期末考试时间，
几个债主联合起来到黄伟学校里

“逮人”，最终押着他去泰安“要
债”。得知严伟当天乘高铁从青岛
回泰安，几个人在高铁站一直等到
晚上6点。凭着感觉，黄伟找到了
严强。

在火车站，他们逼着严强签了
一份合同，要求赔偿之前的经济损
失。几番争执后，黄伟不得不先给
3万元尾款，对方才答应发货。

两天后，50双鞋发到武汉，客
户拍图给黄伟看，“我一看照片就
知道全是假鞋”。面对着客户的追
债，黄伟最后选择了报警。

“像中了百万大奖一样”报复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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