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房浩）昨天上

午，家住浦东新区周浦镇红桥村

的顾老伯按照南京人社部门要
求，将自己的证件照用快递寄

出。他随即拨通本报热线，向记
者讲述了困扰他 15 年的“心

病”，被浦东公安分局周东派出
所曹喆、张霖两位热心好民警“治

愈”的经历。

顾老伯在 1956 年初中毕业
后一直在南京工作，在此期间，不

知何故身份证号突然出现变动，
“错号”的身份证一直使用至今。

1999 年，顾老伯退休回到上海，
2004年后户口也一并迁回。但麻

烦也随之而来：由于现在的身份
证号与最初在南京登记的号码不

同，导致他无法办理医保异地结
算手续，每次在上海看病配药，只

能先垫付医药费，再将发票单据
寄回南京报销。
“以前身体还算健康，遇上些

小毛小病，即使折腾一点也没关
系，但我现在年龄大了，腿脚也不

利索，万一今后生病住院，来回奔
波真的吃不消！”随着年事渐高，

身份证号码的乌龙成了顾老伯越
来越严重的“心病”。近几年间，他

曾辗转联系南京的警方、人社局、
档案局等多个部门，希望化解这

场尴尬，但都无果而终。
今年 10月底，顾老伯抱着试

试看的心情来到浦东公安分局周

东派出所，向民警求助。民警曹喆
和张霖在耐心了解情况后告知老

人，尽管此事超出了本地派出所

解决的范围，但他们会尽其所能

去尝试解决。
二人分别前往派出所档案

室、浦东新区档案馆（惠南馆）、浦
东新区社保中心查阅资料，但都

无法证明两个身份证号为同一
人。奔波数日，顾老伯的“心病”还

是解决无门。但曹喆和张霖商量

之下，并不想就此放弃。“老人年
事已高，就医问题已成为困扰他

的头等大事。将心比心，虽然不是
我们的分内事，但这个忙要想方

设法尽力帮！”为此，两位民警决
定亲自去南京实地试试能否找到

证明材料。

11 月 18 日，曹喆和张霖开
车抵达南京，先到顾老伯原户籍

所在地的南京中华门派出所了
解情况，随后在当地民警的陪同

下，前往顾老伯原工作单位和秦
淮区公安分局档案馆求证，最终

查实两张身份证号码确为同一

人，并由中华门派出所出具了相
关证明。

11月 20日，两位民警又到当
地人社局，为顾老伯更改身份信

息，并让他按要求递交相关材料。
如果一切顺利，最快下周，顾老伯

就能办结医保异地结算手续，
今后他在上海也能放心就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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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张先生反映，他的一台

MacBook Pro电脑因苹果公司高级
技术顾问指令错误，导致硬盘锁

死，多年设计数据无法挽回，苹果
公司无视数据价值，轻描淡写只肯

赔2000元以下一件产品，而“2000

元以下的赔付”说得好听，实际比

这更低。

张先生是一位平面设计师，去
年10月，他花18990元购买了一台

MacBook Pro（A1989）电脑。
这台电脑有一个指纹锁功能，

在开机和下载时，提供一种用户许

可，是一种安全保障。今年9月开始，

该指纹键功能开始不灵敏，最后失
灵。“开机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密码

输入，所以不影响开机；下载就通过
手机。虽然电脑使用起来没有什么

大问题，但总是很麻烦。”
今年10月2日，他致电苹果官方

热线，希望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接线

的高级技术顾问让他在设备终端输
入一个命令，但没有用。之后，她又

通过邮件发给张先生一个新的命
令。“我看到这个命令中带有‘all’

（所有）的单词，有点疑虑，问要不要

做备份数据，她说不用。”

张先生根据指令输入了这道命
令，谁料，电脑重启之后，就再也进

不去了。
电话中，该技术顾问无法重新

解开电脑，帮张先生预约了线下苹
果店咨询。但线下苹果店技术人员

对此问题同样束手无策。“我先后跑

了上海3家苹果店，从香港广场店，
到南京东路店，再到国金中心店，技

术员都说无法帮我恢复。”
张先生说，这台MacBook Pro电

脑硬盘中，有他200G的重要数据，

包括大量设计方案、素材，以及几年

来的作品，还有公司项目在列数据，

现在都没了。
硬盘锁死8天后，张先生再次联

系到那位给他错误指导的高级技术

顾问。对方承认失误，但无法恢复数
据，也拿不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并称，消费者只能接触到400热线这

一层面。“只称遗憾，全程没有对此
次事件给我造成的影响表达歉意！”

最后该高级技术顾问称“本次服务
到此结束”。

张先生十分气愤，但投诉无门。

之后，他通过发布微博又联系到

“Apple支持”。张先生提出，主机被
锁死无法使用，他只能另买台式机

主机，索赔8000元。但对方称，根据
公司法务部门的意见，200G数据的

价值无法估算，也不作估算，综合赔
付不超过2000元，且只能用于苹果

商店内使用，并称这已经是苹果最

高的赔偿了。
张先生诉至浦东新区消保委，

但调解失败。他考虑再三，这事牵
扯太多精力，最终退让一步，接受

赔偿。
11月18日，记者从浦东新区消

保委了解到，浦东消保委接到过张
先生的投诉，并作了两个阶段的调

解，均调解失败。
浦东消保委未对上述事件及调

解过程发表评论，但提醒消费者可
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后续维权。

本报记者 陈浩

近2万元电脑“死机”，只肯赔2000元物品

高级技术顾问仅表“遗憾”

    一夜关门的培训机构，常用“经

营不善”的理由应对消费者维权。事
实真的如此吗？记者今天从浦东警

方了解到，几个月前突然关闭全部
16家门店的“巧恩美语”，已被警方

以合同诈骗立案侦查，检察院近日
已对机构负责人李某批准逮捕。此

案的侦破，突破了教育培训机构以

“经营不善”为由逃避打击的惯用伎
俩，给各类培训机构非法经营、打

“擦边球”的违法行为敲响了警钟。
今年5月，沪上“巧恩美语”全市

16家门店一夜之间全部关门。看着
门外贴的歇业通知，家长们一时间

“没了方向”，更有甚者表示“刚报了
一年半，课还没上”。

浦东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接到市
民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结果

发现机构负责人李某已离开上海。
民警多方调查追寻，最终辗转联系

到李某，对她说明利害关系，要求她
回沪接受警方调查。

李某回沪后仍将自己的所作所

为解释为“经营不善”。据她向警方
陈述：“巧恩美语机构”在历年的经

营办学中，常年亏损经营，日积月累
最终导致关门歇业。从她提供的资

料来看，表面上符合“经营不善”特
征。但浦东经侦支队民警并未轻信

李某说辞，而是继续深入调查，对资

金使用情况一一查证。
调查结果令人惊讶：颇具规模

的“巧恩美语机构”竟连最基本的
《办学许可证》也未取得，根本没有

办学资质。而对资金流水的复核结
果更是令人惊奇：2016年3月至2018

年底，“巧恩美语机构”从未盈利，虽
然机构曾采用“买一年送半年”、“买

两年送一年”等方式与家长签订协
议赚取预付款，但也仅仅勉强维持

公司运营，这种情况下，李某从未想
过缩小经营规模来改善经营状况。

2018年10月，“巧恩美语机构”
因资金流转困难，无法正常支付员

工工资。李某在明知无法止损的情

况下，仍继续采用之前的促销手段
骗取家长信任，签订合同，采取“借

新还旧”的方式来填补窟窿，给之前
的客户退款。

据警方调查，李某从 2015年开
始创办“巧恩儿童美语”，启动资金

只有 35万元，却在短短一年半时间

里，先后开了 16家语言教育培训门
店，以每位 11800到 35600元的价

格，先后收取 6600多位家长的培训
费用，共计 1.25亿余元。到关门停

业时，未上课时价值 1300余万元。

警方认定，李某的行为完全符
合“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

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
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情形，且完全

符合“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今
年9月29日，警方依法将李某刑事拘

留，11月2日，浦东检察院对李某批

准逮捕。

首席记者 潘高峰 通讯员 刘琦

“巧恩美语”跑路真是“经营不善”？
浦东警方揭开“套路跑”“画皮”

    本报讯（记者 徐驰 特约通讯

员 殷佳维）近日，一名家住杨浦区
凤城路的男童独自一人跑出家门，

上演了一出历时 8 小时的“历险
记”。而让家人担心的是，男童患有

语言障碍，无法与其他人正常沟通。
发现儿子失踪后，男童父亲立即报

警，最终民警调阅监控找回了孩子。

11月 24日上午 7时许，发现
儿子失踪后，男童俊俊的父亲立即

向控江路派出所报案。接报后，民警

了解到孩子的体貌及穿着特征，立
即在街面监控中进行寻找，很快便

有了收获。

在控江路黄兴路路口，俊俊不
顾红灯限行标志，直接闯红灯穿过

了黄兴路，险些被直行的车辆撞上。
而在延吉中路黄兴路路口，俊俊则

直接在车流中奔跑，险象环生。看到
这些画面，民警都为小俊俊捏了一

把汗。随后，民警又循着监控一路追

踪，跟到四平路曲阳路路口时，民警
发现男童奔向了路口地铁站。

发现这一情况，控江路派出所
民警立即与轨交方面取得联系并寻

求帮助，让他们一起寻找男童的踪
迹。经过路面监控和地铁监控的逐

一寻找，直到当天下午 4时，民警才

在 4号线大连路站锁定了男童的位
置。最终将他带回派出所。

语障男孩独自离家上演“历险记”

民警奔走沪宁两地解难题
八旬伯15年心结一朝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