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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偷鱼竿
进了派出所

本报讯 近日石塘湾派出所办
理了一起盗窃案，失窃物品是一根
鱼竿，嫌疑人则是一名钓鱼爱好
者。

市民贾先生喜欢钓鱼，事发当
日他去一处鱼塘钓鱼，结果离开时
丢失了鱼竿。贾先生告诉民警，他
是下午4点多去钓鱼的，随身带了
两根鱼竿，钓鱼时把其中一根价值
3000多元的鱼竿和渔轮放在了休
息室里。6点左右准备回去时，发
现鱼竿和渔轮不见了。让人纳闷
的是，来鱼塘钓鱼的多为同道中
人，都很宝贝自己的钓鱼工具，谁
会没事拿走别人的鱼竿呢？

民警查调了鱼塘内外的监控
发现，当时有一名钓鱼的年轻男子
有很大嫌疑。该男子起先带着一
根鱼竿进入鱼塘，寻找钓鱼的位
置，他从休息室里出来时，却变成
了左右手各拿一根鱼竿。民警随
后调查确认了李某的身份，与他取
得联系。心虚的李某随即承认拿
走鱼竿的事情，并到派出所自首。
李某交代，自己也是一名钓鱼爱好
者，家里有些鱼竿，知道休息室里
那根鱼竿价格较高。因为自己钓
不到鱼，心中不快，觉得问题出在
鱼竿不够精良，正巧看见休息室里
有一根鱼竿无人看管，便起了顺手
牵羊的念头。失窃的鱼竿已追回，
李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
进一步调查中。

（小任）

本报讯 号称朋友多、门路广，
和“校长”一起吃个饭就能帮人办
理转学，可实际上这名“能人”是个

“戏精”。近日，经滨湖区检察院提
起公诉，俞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 3 年 3 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事发前，陈女士想给孩子办转
学，但苦于没有门路。陈女士找到
闺蜜小琳，托她帮忙打听。一日小
琳与男友俞某闲聊，谈及好友为孩
子转学发愁。俞某脑筋一转，拍起
了胸脯：“我有关系，可以帮你朋
友。”俞某说自己不仅有朋友和教
育部门工作人员私交亲密，还能托

“大哥”来找关系搞定此事。不到
半天俞某就有了进展：“我已找到
区里的领导和学校校长了，最近要
一起吃饭谈这件事，让你朋友放心
吧。”

根据俞某的说法，要想办成事

需要6万元打点关系和请客吃饭。
小琳把这个消息告诉陈女士。陈
女士一家很激动，都没来得及想想
消息是否可靠，甚至没问清楚要宴
请的人姓啥名啥，就将钱转给了俞
某。之后俞某特意发来吃饭的照
片，他告诉陈女士事情已谈妥，不
久就能办理转学手续，陈女士一家
得知后高兴不已。

约定办手续的日子就要到了，
俞某联系陈女士，说她家没有对应
学区房，需要去教育局打点，让陈
女士再等等，并继续以报名费、伙
食费等为由索要了8000元。钱交
了，关系也找了，陈女士一家心心
念念等待转学结果，然而事情没了
下文。陈女士催得急，俞某又换了
个说辞，称事情还没办妥，人家不
收钱，都退回给“大哥”了，但“大
哥”因为疫情被隔离，没办法见面
拿钱。

俞某推三阻四的态度让陈女
士和小琳逐渐察觉出异常，于是报
了警。事后陈女士才得知，俞某在
教育局并没有“关系”，他口中的

“大哥”既没有办转学的门路，俞某
也没找过他，两人根本不熟悉，不
过是打过几次照面。所谓6万元打
点金额，是俞某随意想出来的，他
和“校长”一起吃饭的照片是俞某
和其他朋友在饭局上刻意摆拍的，
俞某所要求提供的证件名目也是
他从网上搜索来的，而陈女士转过
去的钱已被俞某挥霍一空。

检察官提醒，发生在所谓“亲
朋好友”之间的诈骗事件屡见不
鲜。犯罪分子往往利用被害人的
急切心理和对熟人介绍对象缺乏
戒心等特点实施诈骗。对生活中
越是重要的事越要镇定，不要轻信
他人能“找关系”“走后门”，以免上
当受骗。 （小任）

梅村街道
取缔5家非法行医门诊

本报讯 近日，新吴区梅村街
道卫生健康科联合区卫生监督所、
梅村派出所、执法中队开展非法行
医专项整治行动，取缔了5处非法
行医门诊。

梅村街道辖区内租住着近10
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存在着较
大的医疗商机。一些不法分子在
没有资质、缺乏行医条件的情况
下，租用店面房或民居，开设医疗
室非法行医。梅村街道卫生健康
科在排查摸底的基础上，联合区卫
生监督所、梅村派出所、执法中队，
开展诊所春季专项整治行动。日
前，梅村街道出动卫生监督员、执
法人员等28人，执法车辆4辆，重
点检查辖区内各类门诊，查看场所
内是否悬挂《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是否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医
师执业资格证》，是否存在无证行
医、非法行医的行为进行检查，对
发现的问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
书。当天的巡查整治行动中，执法
人员发现梅荆花苑六期400-37号
一牙科诊所正在进行诊疗活动，诊
所内设有牙科综合治疗椅、牙模
具、药品等设备。执法人员现场查
实这是一家“黑诊所”，对其予以查
封，对涉案牙床、模具、药品等物品
予以扣押。

在这次诊所春季专项整治行
动中取缔的5家“黑诊所”涉及的
案件正在处理中。

（吴建农 蔡李红）

本报讯（晚报记者 念楼）“您
是哪方面的男性健康问题？”“我们
有祖传秘方给您对症下药……”网
络那头的“老中医”说得头头是道，
求医心切的受害人高价买下所谓
药品，怎料掉入了大坑。近日，梁
溪警方通过侦查，赴广东破获一个
冒充老中医实施诈骗的团伙。

事发前，市民李先生（化名）来
到山北派出所，支支吾吾向民警反
映了一个事情。李先生在网上看
到一则治疗男性健康问题的广告，
添加微信后向对方咨询。对方自
称是老中医，家里有祖传秘方治疗
各种难言之隐，能根据患者的情况
抓药配药，保管吃了一段时间就有
效。为健康问题烦恼的李先生听
完很心动，便花几千元买了几盒
药，可是服用几个月后并没获得预
期效果。李先生再联系对方时，发
现对方已“潜水”了，李先生怀疑受
骗了，于是报了案。

民警经调查，分析认为所谓老
中医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
的诈骗团伙。根据李先生收到的
快递包裹信息，结合综合研判，梁
溪警方组织警力前往广东展开进
一步侦查，发现这是一个公司化运
作的团伙，共有三个窝点。掌握嫌
疑人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在当地
警方协助下实施抓捕行动，一举抓
获42名嫌疑人。

据调查，该团伙以罗某等人为
首，团伙成员在写字楼内“上班”。
团伙的办公现场有销售员、部门负
责人、行政管理人员等，分工明
确。去年上半年起，该团伙就冒充
老中医在网上发布广告，给咨询的
网友看病开药。他们开出的药方
中，有 2200 多元 8 盒片剂的，有
3500多元12盒片剂的。该团伙还
搞起了促销活动，赠送海狗鞭让受
害人泡酒服用。为骗取受害者信
任，嫌疑人会发送一些在药房抓药

配药的视频，也会让受害者先支付
一部分定金，其余钱款等收到“药
品”后再支付。借着一些健康问题
需要慢慢治疗调养，嫌疑人还会忽
悠一些受害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购
买。

所谓的祖传秘方，只是外包装
看起来很名贵，里面其实就是一些
廉价保健品，并不具有药物治疗效
果。所谓的老中医，不过是年轻
的销售员照着话术本在电脑上打
打字。经调查，该团伙中无人具
备行医资质和医疗从业经历。民
警在办案中发现，有些受害人不
好意思到正规医院去检查，或者
觉得去医院太麻烦，悄悄在网上
寻找治疗办法，结果落入了圈套，
花掉了不少冤枉钱。该案涉案金
额 700 多万元，上千名受害人遍
布全国多地，其中少则被骗几千
元，多则被骗上万元。案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DIYDIY清廉风筝清廉风筝
播下爱播下爱““廉廉””种子种子

14日，新吴区新安街道观
湖社区开展 DIY 清廉风筝活
动，吸引了30余组家庭参加。

“风筝”谐音“风正”，是清
正廉洁的象征。在老师的讲
解下，30 余组家庭全家总动
员，在空白的风筝上描上“廉”

“清正廉洁”“廉洁是德”等廉
洁格言警句，或画上莲花形
象。 （卢雯 摄）

廉价保健品变身“秘方”
坑了上千人
42名嫌疑人落网，涉案金额700多万元

请客打点帮转学？她掉进“戏精”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