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续三次抢劫出租车
嫌疑人 年后终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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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不用还本金还不影响征信？
荒唐陷阱居然也有人上钩被骗

    “办理贷款不用还本金，不影响

个人征信……”这不是天上掉下的
馅饼，而是骗子的陷阱。但如此荒唐

的消息，竟然会有人相信，还一步一
步落入陷阱，不仅欠下了许多贷款，

还被骗 18万余元。日前，经宝山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信

用卡诈骗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五年

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判
处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七万五千元。
2019年 11月，小俊在朋友圈

看到一条可以办理贷款的信息，经
了解情况，得知能够办理不需要还

本还利的贷款。小俊缺钱，一听连本
金都不用还，很是心动。几天后的上

午，小俊在朋友的带领下与专门办
理贷款的徐某和王某见面。

小俊将手机交给王某，并将手
机号码、支付宝账号密码等个人信

息告诉王某，王某便拿着手机离开

了。到了下午，王某称贷款办出了

14万余元，并称这些贷款的钱是不
用还的。小俊一查自己的银行卡，余

额的确多了 14万余元，欣喜万分，
并依约通过现金支付、支付宝转账

的方式给了徐某 11万余元，作为办
理贷款的手续费。

之后小俊陆续接到贷款公司电

话联系他还钱，他很纳闷，对方明确
说过不需要还钱的。于是，他通过银

行账单信息发现，对方操作时是在

他手机上下载网络借贷 APP 进行
贷款。他将这些借贷软件下载后，发
现当天王某从 7 个借贷 APP 中办

理了 18万余元的贷款。而其中有 4

万元被转到一个支付宝账号，转账

的记录还被删除了。小俊感觉自己
可能被骗，就找到徐某。徐某解释，

办了这些贷款，小俊不还钱，是不会
影响个人征信的，但是所有贷款第

一期都是要还的，前几个月贷款公

司会不停打电话来，只要小俊不接，

扛过这几个月就没事了。小俊觉得
挺有道理，就相信了。

几天后，徐某通过微信联系小
俊说，如果小俊后面信用卡逾期，贷

款就办不出了，而从他这里购买一
张标书，就可以正常办理贷款。小俊

深信不疑，通过徐某给的支付宝二

维码，扫码支付了 7000元。
一个月后，小俊又将手机给了

徐某办理贷款，办出了 1.2万元贷
款，支付了 6000元手续费。但之后

小俊发现，徐某是在某借款 APP上
贷款 1万元，在小俊将“某某金条”

第一期已经偿还的情况下，又将其
中的钱取出 2900元。

此外，徐某还带了中介帮小俊
办了银行贷款 10万余元。虽然这是

正规的银行贷款，但徐某也号称能
处理好，不用还钱。当天小俊办理了

一张银行卡，通过中介公司 POS机

刷卡，共计刷了 10万余元。为此，小

俊支付了 4 万元给徐某、1 万元给
中介。

小俊办理这些代扣款后，经常
有贷款公司打电话给小俊的父母和

朋友，小俊为这些电话烦恼不已，徐
某说可以做“高级防爆”软件，用了

软件就可以屏蔽催款电话。于是，小

俊又支付了 2万余元购买“高级防
爆”软件。但装了软件后，仍然接到

很多电话。
小俊对王某和徐某并未怀疑，

还借给徐某 5万余元，直到另一名
被害人小杨报案。小杨也是因为想

办理不用还钱的贷款，将手机交给
王某和徐某后，发现自己的银行卡

被盗刷了 1万元，而自己也因办理
所谓的贷款支付给对方 5000元手

续费。经民警侦查，还发现了第三名
被害人小沈。

王某和徐某到案后，交代了两

人在为小杨办理贷款时，动了贪念，

从小杨的银行卡中通过扫码转出了
1万元。两人以帮助办理不用还钱

的贷款为由，骗取了小俊、小杨、小
沈等人的钱款近 23万元，在办理贷

款过程中，冒用小杨、小沈等人银行
卡套现、转账共计 5万元。

小俊说，案发后才恍然大悟，自

己办理的贷款都是需要还的，天上
没有掉下的馅饼，四个月来被骗了

18万元，他后悔莫及，现在还在对
这些贷款进行还款。

检察官提醒，虽然骗子的手段
五花八门，但通常都是利用被害人

轻信麻痹、贪小便宜的心理。像本案
中“办理不用还钱的贷款”原本就是

天方夜谭的事，被害人如果能够多
一点思考、多一些警惕，完全可以避

免。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增强
防范意识，避免落入骗子的陷阱。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记者 郭剑烽

    由于缺钱花，一“00后”男子竟

动起了未成年人的脑筋，将租来的
游戏账号卖给未成年玩家，还找各

种理由反复行骗。近日，普陀警方经
过缜密侦查，迅速侦破一起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曾某已被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8月 7日，市民李女士带着年

仅 13岁的儿子小童来到普陀公安
分局东新路派出所报案：她于近日

发现自己银行卡中被转出了 7300

元，细问之下竟是儿子小童在网上
购买游戏账号被人骗了。原来，今年

4月底，小童接触到某款网络游戏，
想在游戏世界里尽快成为“强者”，

小童动起了购买高级别游戏账号的
脑筋。他通过游戏公共频道，联系到

了一名正在出售高级别游戏账号的

买家，双方加了微信后，商议以

2000元的价格交易某个游戏账号。

小童根据对方要求微信转账后，顺
利拿到了心心念念的高级别游戏账

号，可是开心了没多久，小童就发现
这个游戏账号突然无法登录了。再

次通过微信与卖家联系，对方称该
账号异常，需要解锁费 700元，小童

毫不犹豫地转给对方 700 元解锁

费，不料玩了没多久又不能登录了。
小童又一次通过微信质疑卖家，这

次对方给出的回复是该游戏账号不
稳定，还建议小童多加点钱，换个级

别更高的游戏账号。小童又一次欣
然答应……就这样反复地转账登

录，再转账再登录，直到小童累计向
对方转账 7300元，才意识到自己被

骗，停止向对方转账。
警方立即开展调查。根据报警

人提供的线索，警方成功锁定了犯

罪嫌疑人曾某。8月 19日，民警在

重庆市一居民区内将犯罪嫌疑人曾
某抓获。到案后，曾某如实向警方供

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曾某长
期无所事事，沉迷于网络游戏。在游

戏里认识了年仅 13岁的小童后，觉
得未成年人单纯好骗，便动起了歪

脑筋，想从小童这里骗点钱花花。于

是曾某用从某游戏平台租来一个仅
可以使用 2小时的游戏账号忽悠小

童，自称是自己准备售卖的账号。在

租用时间截止，小童发现无法登录
后，曾某又想出了“解锁费”“加钱再

换个更高级别的账号”等理由继续
行骗，累计骗取小童 7300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曾某因涉嫌

诈骗罪已被普陀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通讯员 宋严 本报记者 江跃中
    近日，徐汇警方破获

一起盗窃案。一户主委托
中介出租房屋，却把许多

贵重物品堆放在内，结果
被中介请来打扫卫生的保

洁阿姨席卷而空，损失达
8000余元。

9月 4日，市民吴阿

姨来到徐汇公安分局天平
路派出所报案，称她准备

出租的一套房屋遭遇“搬
家式”盗窃。今年 4月，吴

阿姨的儿子俞先生委托中

介准备将自己位于太原
路的一套空置房屋出租，

为了方便看房就把钥匙
交给了对方。后来一段时

间一直没有租出去，俞先
生因为在其他地区工作，

也只是偶尔回来住，平时除了把
这间房子当成“仓库”放东西外，

基本一直空关着。8月 30日，吴
阿姨突然接到邻居电话，说太原

路的房子里有人进出，吴阿姨以
为房子租出去了，于是带着儿子

前去查看。结果发现，屋内许多
贵重物品不翼而飞。之后问了中

介才知道，前几天请了保洁员去

房子里打扫卫生，可能是

保洁员出了问题。
派出所立即抽调警力

开展调查，根据中介提供
的信息走访了家政公司。

经排查，发现曾到吴阿姨
家打扫卫生的保洁女工钟

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同

时，通过小区内的公共视
频发现另有一名男子也参

与了作案。9月 7日 18时
许，民警分别在陕西南路

和岳阳路的两处居民楼内
将钟某和李某抓获。到案

后，两嫌疑人对盗窃行为

供认不讳。钟某交代，8月
27日 11时许她受中介委

托去太原路一户长期没人
居住的房屋内打扫卫生，

中介将她留下后便自行离开。在

清理房间的过程中，她对屋内的
财物动起了歪脑筋。为方便搬运，
还叫来熟人李某帮忙。目前，犯罪
嫌疑人钟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
步调查中。

通讯员 吴强
本报记者 袁玮

    “当时身上没钱就想着干脆抢

劫来钱快。”2005年，时年 25岁的
潘某因为囊中羞涩，连续三次抢劫

出租车后逃逸。然而天网恢恢，疏而
不漏，潜逃 14年的犯罪嫌疑人潘某

终落网。日前，徐汇区检察院对犯罪
嫌疑人潘某依法以抢劫罪提起公

诉，徐汇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 10年

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 3年，并处罚
金 5万元。

2005年 4月 23日半夜，潘某
拦下一辆出租车，驾驶员是一名女

性。车开了一段路，潘某让女司机在
一偏僻路段停车说是到了。随后戴

上口罩，拿出事先买好的水果刀，对
准女司机威胁道：“你今天碰到我算

你倒霉了，我是来抢钱的，我只要
钱，不要你命，只要你把钱交出来就

可以了。”女司机照做后，潘某示意
其下车，之后坐上了驾驶员的位置，

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开了一段路

后，潘某弃车逃逸，随手扔了作案工
具。女司机在路人的帮助下拨打

110报警。
同年 5月 9日凌晨，潘某伙同

在网吧认识的男子实施了第二次抢
劫。潘某依照第一次抢劫的方式，拿

出水果刀威胁司机交出钱财后驾车

逃逸。后在路边丢弃了车和作案工

具，两人分了钱便各自离开。之后没
多久，穷困潦倒的潘某向老乡借钱

失败，便又想到了去抢劫出租车。他
在地摊上买了一把塑料玩具手枪，

晚上拦下一辆出租车实施抢劫。但
是这次司机没有配合，反而加油门

往前开，在一个小区门口趁机下车

逃跑报警。潘某见司机跑掉了，他自
己也只好溜了。
案发后警方迅速组织警力开展

侦查，掌握了犯罪嫌疑人基本体貌

特征，被抢车辆也在附近逐一被找

到。在对车辆现场勘查的过程中，警
方提取了相关物证信息。在过去的

15年里，警方将此案列为重点积
案，从未放弃。2019年 5月，外地公

安机关在处理一起行政案件中，提
取了潘某的生物信息，潘某的 DNA

信息比中 2005年抢劫案中的嫌疑

人 DNA信息。2019年 11月徐汇公
安抓获潘某。经核实对比，确认该人

正是犯罪嫌人潘某。经审，潘某如实
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多次抢劫
应当判处有期徒刑 10年以上，而法

定最高刑在 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刑事诉讼时效为 15年。本案中被告

人潘某在 2005年作案，因此仍处于
刑事追诉时效内。

通讯员 沈佳青
本报记者 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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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买来游戏账号不能登录
原是骗子租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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