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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内部渠道”购热门票？骗局！
骗得7.9万余元票款用于赌博，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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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抢到票了吗？热门演唱会、

演出，往往一票难求。许多乐迷、

影迷为了亲临现场，会通过各种渠

道购票，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诈骗陷

阱。日前，经宝山区检察院以诈骗

案对一起号称有“内部渠道”购票

的案件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

处被告人施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2021年11月，张女士通过朋

友李女士介绍认识了施某。施某

自称是上海某工作室的内部人员，

有购买明星演出等各类门票的“内

部渠道”。张女士见施某的朋友圈

里都是当下热门的演唱会、话剧演

出票等，感觉挺“靠谱”，就向他购

买了一张话剧演出票，并支付了前

排座位票款6880元。第二天，施

某称保证有座位，但是需要再支付

7120元，张女士于是再次转账。

原定的交票时间是话剧开票

当天，但由于疫情演出取消，张女

士申请退款，施某承诺本周内安

排，但后续多次推诿。张女士多番

催讨，但施某仍以各种理由拖延退

款。张女士只得选择报案。

介绍施某给张女士认识的李

女士也是受害人之一。她向施某

支付了4000元用来购买话剧演出

票，结果同样也没有收到票。

2022年3月，民警将施某抓

获。据其交代，他曾做过帮传媒公

司招“群演”的工作，接触过许多演

员、模特、追星粉丝，还有倒卖门票

的“黄牛”。2019年10月，他开始

通过“黄牛”倒卖话剧演出票、电视

综艺观众入场券，从中赚取一些差

价。但到了2021年4、5月时，因为

疫情，节目组会对观众数量进行控

制，门票和名额数量变少，施某没

有能力“搞定”，但仍有老客户介绍

朋友来向他购买各种演出票。当

时，施某沉迷于网络赌博，输了不

少钱，于是心生歹念。他在朋友圈

发布演唱会及话剧演出票、流量明

星的活动等，声称有办法让粉丝与

明星接触或者观看明星演出，以此

吸引粉丝购票。等演出时间过了，

再和粉丝说可以退款。事实是，这

些钱都被施某用于网络赌博，他根

本不会进行退款。经查，施某以这

种方式骗取张女士、李女士等十余

人钱款共计7.9万余元。案发后，

施某对上述被害人进行赔偿。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施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通过电信网络诈骗他

人钱财，数额巨大，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以诈骗罪对其

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

一些诈骗分子往往利用粉丝

急于购票的心理，谎称有“内部渠

道”实施诈骗。因此，购买各类演

出票，请一定通过官方渠道。绕过

正规平台、通过私信方式交易，很

可能落入骗子的陷阱。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金玮菁

2023年4月的一天，唐某酒后

在小区闲逛。路过一户人家时，

发现门上挂锁未锁牢，唐某于是

把挂锁打开，进入业主家想着偷

点东西。

为了不留指纹，唐某先是在房

内找了一双袜子套在手上当手

套。在屋内翻动一圈，并未发现什

么值钱的物品。就在他准备离开

时，抬头发现业主家竟然装了一个

摄像头。唐某心里一惊，于是赶忙

把摄像头拆掉砸碎，连同袜子一起

扔到了河里。

第二天，业主回家，发现家里

有被翻动过的迹象。再一检查，发

现家里的摄像头已被人拆走，业主

赶忙查看手机上安装的摄像头客

户端，发现了前一晚手机收到的摄

像头拍到的唐某在屋内活动的影

像，于是赶忙报警。最终唐某投案

自首，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且

赔偿了业主的损失。

日前，崇明区人民检察院经审

查认定，唐某入户窃取他人财物的

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所规定的盗窃

罪。对于唐某将摄像头拆下并且

带离现场毁坏后丢弃的行为，可推

断出唐某对摄像头并无进一步利

用的目的，因此承办检察官最终认

定唐某的行为构成盗窃未遂，并且

向法院提起公诉。

鉴于唐某有犯罪前科，同时有

自首、犯罪未遂、认罪认罚等情节，

最终法院判处唐某拘役三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高松

邱先生是崇明一家民宿

的老板，2023年的一天，一客

人办理入住的时候告诉邱先

生，房费已提前通过微信转

给了民宿管家王某。因为王

某此时正在休假，邱先生就

翻查民宿的收款账户进行核

对，发现客人的这笔房费并

未转入民宿的收款账户内。

随后，邱先生又拿起此

前配发给王某专门用于民宿

收付款以及和客人联系用的

手机，不查不知道，这一查，

发现王某不仅背着自己和客

人联系，更恶劣的是，短短几

个月的时间，王某将十多万

元的房费转入了其个人账

户。而王某前几天刚刚以家

中有事为由请假，邱先生赶

忙联系王某询问是怎么回

事，谁知此时王某已经联系

不上了。意识到事情不对劲，邱先

生赶忙报警。

随后，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将王

某抓获归案。王某到案后交代，其

此前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网店，因经

营不善，欠了不少外债，之后便来到

邱先生的民宿做起了管家，主要工

作是负责民宿客人的接待、接收客

房预订。

工作没多久，王某因为被债主

追债，就打起了客人房费的主意。

由于有些客人是通过民宿的公众号

来预订房间的，王某就跟这些客人

私下联系，把她个人的收款二维码

发给客人，这样房费就直接

落入其个人账户。有些转进

民宿账户的房费，王某则利用

管理民宿账户的便利，直接把

民宿账户的钱转到自己的个

人账户里。对于一些付了订

金但是无法到店的客人，王某

甚至利用她自己的收款码冒

充客人的收款码发给老板，让

老板退还订金。除此之外，王

某还谎称家中有急事、亲属办

丧事等理由向民宿周边邻居

借款，实际借来的钱，都被其

个人挥霍一空。

日前，崇明检察院经审

查认定，除了王某侵占民宿

的一些钱款，其共计盗窃民宿

应收账款58000余元，多次诈

骗他人财物3600余元，检察机

关遂以王某涉嫌盗窃罪、诈骗

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

判处王某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

检察官说法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涉及收

付款二维码的盗窃、诈骗案件也屡

见不鲜，在此提醒广大经营者，要加

强日常经营中支付终端、银行账户

等管理。消费者也要及时辨别核对

商家的收款信息是否正确，尽量避

免直接向个人账户转账，一旦发现

账户异常，要及时留存好收付款记

录，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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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孙启凤 江

巧琼 记者 解敏）旅客尹女士近日

带着3岁的孙女在铁路上海虹桥

站候车时，小孙女将腿跨入座椅间

的缝隙，幸在众人合力救援下，最

终化险为夷。

9月20日12时30分左右，虹

桥站派出所接旅客报警，称在26B

检票口附近的座椅上，一小女孩的

腿被夹到，请求民警帮助。接到报

警后，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处置。民

警到场后得知，尹女士在候车室带

孙女候车时，小孩一时贪玩，将左

腿跨入座椅缝中被卡住。尹女士

当日是带着孙女乘坐D2140前往

日照西与孩子父母团聚，民警赶到

前，已有不少热心人帮忙，试图救

出孩子，但都失败了。

情况紧急，民警立刻通知车站

客运人员携带工具箱来将座椅撬

开。五分钟后，客运人员赶到，此

时，经过民警的安抚，小女孩已停

止哭闹。客运人员成功将座椅拆

除，经检查，小女孩的腿仅有轻微

红肿，并无大碍。尹女士对民警表

示感谢后带着孙女按时乘车出行。

警方提醒

公共场所座椅可能存在一定

空隙，家长带着孩子出行时一定要

小心看护，以免孩子因调皮意外受

伤。若不慎被卡，要及时求助，不

要盲目拉扯，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3岁女童腿卡座椅缝隙
众人及时施救化险为夷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 时到下

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

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

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    号

宝华大厦    室（轨交7号线、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事 故收征 公房被征收，承租人分不到征收补偿款
田女士居住的公房被征收了，

该公房承租人为田女士的弟弟田

某。因协商分割征收补偿利益不

成，田女士无奈把田某告上了法

院。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征收补偿款

全部归属于田女士所有，作为承租

人的田某一无所获。

田女士和田某为同胞姐弟。

1988年，田女士因经商去了日本，

根据当时的户籍管理政策，出国时

上海的户口被暂时注销。田某于

1985年和汪某结婚，1987年生有一

子小田。1988年田某在其单位分

得一套福利公房，房屋受配人为田

某一家三口。2007年田某把福利

公房购买成产权房，产权登记在小

田一人名下。1993年，田女士看上

了上海的一套公房（以下简称系争

房屋）欲购买，以备将来回国居住。

因当时没有上海户口，田女士就与

田某协商，由田女士出资8万元借

用田某名义购买该房。购买该房后

将房屋承租人登记在田某名下，田

某的户口随之迁入系争房屋。购买

房屋时田女士和田某签订书面协

议，协议中有：“……甲方出资人民

币8万元整，借用乙方名义购买系

争房屋，承租人登记在乙方名下，该

房屋的使用权归属于甲方，乙方对

系 争 房 屋 不 享 有 居 住 使 用

权……”田女士常居国外，早些年系

争房屋被田某出租，租金一直被田

某补贴家用，田女士考虑亲情未计

较。2010年田某不经田女士同意，

擅自把汪某和小田的户口迁入系争

房屋。2012年2月，田某夫妇入住

系争房屋，直至房屋被征收。2014

年田女士回沪定居时恢复了上海户

籍。之后田女士提出将系争房屋承

租人变更到自己名下，但田某一直

以种种理由拖延。

2022年4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同年5月16日，田某作

为系争房屋承租人代表该户和征收

补偿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该户选择货币安置，拟获得房屋征

收补偿款673万余元。征收前田某

一家三口和田女士共四人户口登记

在系争房屋，田女士多次找到田某

询问征收补偿事宜，田某先是态度

不明，后干脆摊牌，要求获得系争房

屋征收补偿利益的四分之三，且不

肯让步。

田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她梳理分析本案，认为系争房屋征

收补偿利益均归属于田女士一人所

有，田某一家三口无权分得房屋征

收补偿利益。首先，系争房屋为田

女士出资购买，虽形式上为公房，但

房屋相当于私房性质。上海高院关

于公房拆迁补偿款分割处理的相关

意见中有明文规定，市场上购买的

公有住房，房屋拆迁时的动迁利益

归出资人所有。其次，田女士和田

某之间签订的家庭协议合法有效。

上海高院关于公房拆迁补偿款的分

割中，针对家庭内部协议也有明文

规定，认为家庭协议不违反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有

效。本案田女士和田某在书面协议

中明确约定，田某只是名义上的承

租人，对系争房屋不享有居住权，田

某当然无权分得征收补偿利益。至

于汪某和小田，因为二人享受过福

利分房，无权享受系争房屋征收补

偿利益。

后田女士委托我们代理起诉维

权。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

之前的分析预测，最终法院根据系

争房屋的来源，认定被告田某一家

三口无权获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判决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归属于

原告田女士所有。

男子入户盗窃发现摄像头
拆了砸了扔了仍难逃法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