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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后连续4天都没联系上她，这才意
识到自己被骗了。”湖北省十堰市王先生曾与网
恋女友“奔现”，没想到短时间内就被套路走2
万余元。

回忆起这段经历，王先生说：“都是爱情冲
昏了头，没想到我竟落入了别人挖好的陷阱。”

30岁的王先生在某相亲网站发布征婚信
息，随后结识一位名叫“小雪”的女子。刚开始，
两人交流不多，直到2019年6月才逐渐熟络。
闲聊中，该女子自称是湖北孝感人，与朋友在武
汉市江汉区某商场运营一家美甲店。

在此后的网聊中，该女子向王先生讲述了
更多关于自己和家庭的“具体信息”，两人“感
情”随之建立起来。

王先生长期在外出差，社交范围窄，又到了
适婚年龄，常被家人催婚，见“小雪”向自己吐露
心声，感动不已。

2019年12月，从云南出差回来的王先生与
“小雪”约定在武汉见面。

12月6日，两人在“小雪”工作的商场“奔
现”。一见面，两人相谈甚欢，互相表露好感。
不料，骗局从此拉开帷幕。

简单吃完快餐后，“小雪”拉着王先生的手
一同逛街，最终散步到一家服装店。进店后，

“小雪”先后看中两件外套、两款包包、一只手
表，并不时对王先生开玩笑说：“你看，我穿这个
外套好不好看？见你父母合不合适？”

为讨“小雪”欢心，王先生没有多虑，满口答
应，支付16650元为“小雪”买下商品。作为回
礼，“小雪”在店里购买一条600元的项链，亲手
为王先生戴在脖子上。

离开服装店后，两人到附近喝奶茶。“小雪”
对王先生委屈地说：“我皮肤不是很好，我怕以
后见到你父母，他们会嫌弃。我看中了一套化
妆品，希望你能送给我。”说着，她便给王先生发
来一套价值4600元的化妆品购买链接。王先
生一心疼爱“小雪”，便买了下来。为表谢意，当
晚“小雪”主动请王先生吃饭。

12月8日，王先生返回十堰，之后连续多日
都未联系上“女友”，这才醒悟自己被骗。

“酒托”后现“衣托”：

假网恋真约会假网恋真约会，，带受害人狂买衣服带受害人狂买衣服
假网恋假网恋、、真约会真约会，，见面就是买买买见面就是买买买，，与与““酒托酒托”“”“茶托茶托””和和““饭托饭托””骗局类似骗局类似，，多起发生多起发生

在武汉在武汉，，以打感情牌以打感情牌、、搞消费诈骗的搞消费诈骗的““衣托衣托””新骗局令不少受害者痛心疾首新骗局令不少受害者痛心疾首。。
据了解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在相亲网站专找有消费能力的目标男子犯罪嫌疑人在相亲网站专找有消费能力的目标男子，，假装与其谈恋爱假装与其谈恋爱。。

待待““感情感情””稳定后稳定后，，诈骗团伙派出诈骗团伙派出““衣托女衣托女””与目标男子与目标男子““奔现奔现””（（从线上网恋转为线下真从线上网恋转为线下真
实恋爱实恋爱），），使用套路让受害人到指定服装店花高价购物使用套路让受害人到指定服装店花高价购物。。事后事后，，““衣托女衣托女””再以各种理由再以各种理由
与受害人分手与受害人分手。。

更令受害人难以想象的是更令受害人难以想象的是，，与自己在网上与自己在网上““谈情说爱谈情说爱””的犯罪嫌疑人竟不是见面的的犯罪嫌疑人竟不是见面的
““衣托女衣托女””，，而是陌生男性而是陌生男性。。

犯罪嫌疑人事先准备好各种美女照片。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自
2019年7月“开业”，靠诈骗赚得

“盆满钵满”，作案1500余起，涉
案金额500余万元。

“键盘手”刘某供述，指定服
装店平时正常运营，按吊牌价打
折出售商品，而对“衣托女”带来
的顾客，售价则高出数倍。该团
伙每次得手后，参与诈骗的“键
盘手”可按诈骗金额提成40%，

“衣托女”提成20%。
刘某入伙1个多月，谈成十

几名男网友，通过“衣托女”线下
约会，套路受害人消费4万余元，
从中获利1.6万余元。

2020年7月，该诈骗团伙13
人涉嫌诈骗罪被移送至武汉市
江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据检
察官胡继宗介绍，涉案人员以

“90后”和“00后”为主，文化程
度多为初、高中学历，以婚骗作

为职业。
为扩大诈骗规模，该团伙把

在武汉多地租用的住所打造成
办公地，安置多台电脑供“键盘
手”使用。

“键盘手”杨某供述，事前他
们会在网上搜集美女图片，虚构
女性姓名，再到一些婚介网注册
账号，找同城、附近和省内的男
性聊天。

为达到见面、消费的目的，
他们一般会为自己虚构的女性
角色塑造良好形象，并主动与目
标男子谈缘分、聊结婚，借机“约
会”。

胡继宗说，为防止漏出破
绽，该团伙还提供专业培训，制
定一整套专业话术供“键盘手”
参考使用。如怎样假扮女性和
目标男子聊天，如何在聊天过程
中套取对方工作、爱好、家庭情

况、择偶标准等资料，如何与目
标男子建立“感情”，并将其约到
指定地点见面等。

如果目标男子有饮酒、吸烟
的爱好，为巩固两人“感情”，“键
盘手”在日常聊天中还会偶尔

“关心”受害人不要过度饮酒、吸
烟。

对于一些消费能力强的目
标男子，该诈骗团伙会“格外关
注”。“受害人王先生开始陷入骗
局的时候就被‘键盘手’做了备
注，称‘这个人有钱，一定要想办
法留住’。”胡继宗说。

2020年9月，江汉区检察院
将本案起诉至江汉区法院。近
日，法院判决下达，该团伙头目
廖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4个
月，其余12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1年至2年9个月不
等。 （据新华社）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
江苏的舒先生到武汉市江

岸区与一名在相亲网站认识的
自称为“晓蕾”的女子约会。见面
后，“晓蕾”便邀请舒先生吃饭、看
电影。随后，舒先生为“晓蕾”购
物花掉1.5万余元。两人分开后，
舒先生多次联系“晓蕾”，但她每
次都以“工作忙”为由推脱。感觉
被骗的舒先生到江岸区派出所报
案。

多起案件，套路雷同。民警
从“晓蕾”“颖颖”等多个微信号
入手调查，发现这些账号的真实
使用者均是男性。民警分析，这
是一起团伙作案、以婚恋为名的
诈骗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在多

个相亲网站冒充女性与目标男
子网恋，通过在指定服装店购
物、索要红包、借款等方式骗取
受害人金钱。

经过调查研判，江岸区警
方集中警力，分别到江岸区、
江汉区等多个涉案窝点现场展
开收网行动，共抓获团伙成员
45人，查获涉案电脑 19台、手
机73部。

据介绍，该诈骗团伙内部
分工明确，分别扮演“键盘手”

“传号手”和“衣托女”等角
色。“键盘手”以男性为主，在
实施犯罪行为前期负责冒充年
轻女性在相亲网站寻找有消费
能力的单身男子，通过聊天建

立感情，再以婚恋为名约受害
人“奔现”。

一旦有受害人上钩，“键盘
手”会将男子信息、约会时间、地
点以及历史聊天记录发给“传号
手”。“传号手”负责将“键盘手”
传回的消息告知老板，同时分配
给“衣托女”。“衣托女”根据传回
的信息，扮演成网聊对象和目标
男子约会，并将受害人带至指定
服装店消费，之后再将所购衣物
送回，完成诈骗。

为防止受害人事后醒悟报
警，该团伙诈骗得手后并不立即

“拉黑”或删除受害人，而是以多
种借口不再与受害人聊天，表达
两人不适合谈恋爱。

涉案服装店涉案服装店。。

抓捕现场抓捕现场。。 ““键盘手键盘手””与受害人聊天记录与受害人聊天记录。。

团伙作案，分工明确

“演技精湛”赚得“盆满钵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