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没离身支付宝却被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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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心弟弟“得陇望蜀”，输了官司又输亲情
    周先生父母留下的私房被征收。多年以

后，周先生的弟弟周某才把周先生告上法庭，
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父母的遗产。周某本以

为十拿九稳胜诉的官司最终却败诉了。
周先生和周某系同胞兄弟。其父母在上

海拥有两套面积分别为 125平方米和 78平
方米产权房。1996年底，父母考虑到自己年

事已高，为避免今后两兄弟间因为遗产问题

产生矛盾纠纷，就把两个儿子叫到一起商量
如何分配两套房产的问题。周先生以兄长的

高姿态首先提出，将来父母去世后，父母的
大房子留给弟弟，自己只要小房子（以下简

称系争房屋），后父母均表示同意，周某在客
气了一番后也表示接受哥哥的方案。

1998年父母先后去世。周先生于 1999

年 3月入住系争房屋，但一直没有办理产权

变更登记手续。2009年 6月，系争房屋被政
府征收，周先生和征收单位签订了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获得了两套动迁安置房屋和 12

万元征收补偿款。2010年 9月以后，周先生

多次找到周某，要求其配合办理两套动迁房
屋的入户手续，但是周某一直以种种借口拖

延。2019年 3月，周先生突然接到法院开庭

传票，原来周某已经把哥哥告上法院，要求
依法分割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

周先生找到了我咨询，我给他梳理分
析，认为本案若抗辩得当，原告周某一般是

不能胜诉的。首先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兄弟
之间在继承父母两套房产的问题上早已达

成口头协议且已实际履行。但作为原告的周

某肯定会否认这一基本事实。其次，本案原

告诉求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虽然不动产
作为物权没有诉讼时效，但是房产一旦被拆

迁，不动产本身即灭失，相关权利人应该在
法定期限内主张自己的权利，否则法律不再

保护。上海高院关于审理分家析产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第二条中，关于被继承人死亡已

逾 20年，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屋动迁后，继承

人主张动迁款的处理。明确指出：“被继承人

死亡后，继承人未声明放弃继承⋯⋯。但是
系争房屋已经动迁的，继承人应当在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动迁利益受侵害之日两年内主
张动迁利益。”对照本案，截至诉讼之日，周

先生的父母死亡均已经超过二十年且系争
房屋被拆迁已经近十年，无论是按照民法通

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还是按照民法总则

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请均已超过
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因此法院对此权利不

再予以保护，所以本案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是大概率事件。

后周先生委托我代理应诉维权。法庭上
原告虽竭力否认家庭内部协议这一基本事

实，但是在我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时，并不

能举证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主张过权利，不
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况。最终法

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韩迎春律师
每周六、周日（下午 1点到下午 6点）为

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

需提前预约，预约电话 4009204546。

地址： 普陀区常德路 1211号宝华大厦

1606室（轨交 7号线、13号线长寿路站，6号
口出来即到。 ）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敏 记者

孙云）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让消
费者放心购买外卖，一些外卖平台

纷纷推出食品安全责任险，对遇到
食物中毒或发现食物中掺有异物

等情况的顾客进行理赔。一般来
说，普通食客碰到这些食品安全问

题的概率不会太大，然而，却有一

名特别“倒霉”的顾客，在短短 2个
月期间，足足申请了 230余次食品

安全理赔，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这是一名虚假上传理赔信息，恶意

骗取理赔的不法分子。4月 3日，
杨浦区检察院已经以涉嫌诈骗罪

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2019年 8月 6日，承保某外

卖平台商家食安险的某保险公司
负责人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去年 3

月至 5月间，有多个客户账号通过

该外卖平台订餐后又取消订单，却
仍然申请获得了食安险理赔，且所

有赔付款都流向了一名高姓男子
的支付宝账号。

警方随即立案并锁定高某账
号。经查，30岁出头的高某待业在

家，终日混迹网吧，一日三餐都在

该平台订外卖解决。经济拮据的高
某总想着吃霸王餐，3月初，他看

到食安险服务信息后，想出了一个
“生财之道”。

高某首先通过一些中介平台
在网上购买虚假信息注册支付宝

账号，再利用这些支付宝账号在该
外卖平台下单订餐。随后，他会在

平台允许的时限内迅速取消订单，
这样，他不必支付货款，就能获得

一条购买记录，并借此进入平台的

理赔页面。通过上传一些七拼八凑
找来的食品图片，他就以食品中存

在杂物为由申请理赔，借此获取保
险公司支付的理赔款。高某把这笔

理赔款转到自己实名制的支付宝
账号后，便注销虚拟账号，再换一

个虚拟账号如法炮制。

虽然高某上传的图片重复率很
高，有些还明显与商家出售的食物

不符，但由于平台和保险公司存在
审核不严的问题，使得他的招数屡

试不爽，短短两个月内申请虚假理
赔 230余次，非法牟利 2万余元。直

到此时，保险公司才终于发现了这
一异常情况。警方将高某抓捕归案

后，4月 3日，杨浦区检察院以涉嫌
诈骗罪依法对高某提起公诉。

    名车易购，靓号难求，这便让那

些别有用心之人有了可乘之机。近
日，松江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犯

罪嫌疑人沈某批准逮捕，另一名犯罪
嫌疑人杨某则被公安机关上网追逃，

这两人就是打着“车牌靓号中介”的名
义骗走了被害人 135万元。

2017年 6月，市民王先生购买

了一辆玛莎拉蒂 SUV汽车，想配一
块靓号牌照，他在网上找到中介杨

某。杨某为王先生推荐了一个五位
数相连的车牌号码，开价 135万元。

然后，王先生付款后，杨某却总是以
各种理由搪塞，直至 2018年 5月，

才有了新的“进展”。
这天，杨某邀请王先生在一家

土菜馆吃饭，称要和车管所的领导
见个面。然而，王先生到达饭店后，

只见到一个自称是领导小舅子的中
年男子沈某。席间，沈某出示了一条

“领导”发来的短信，给王先生打包

票称能办理靓号。这次见面缓和了
王先生的急切心情，让他以为上牌

近在眼前，但事实上，这只是杨某的
缓兵之计，沈某只是一个临时客串

的“群众演员”。
见面后，王先生不断询问沈某

事情是否办妥，沈某找出各种理由

敷衍，而且还额外向王先生索要了
30余万元的“公关费”。2019年 9

月，见牌照迟迟办理不下来，王先生
通过个人关系找到了持有该号牌的

车主。一问方知，车主根本不认识杨
某，也没有过户意愿，王先生才察觉

被骗，而此时杨某的电话已无人接
听，王先生急忙报案。

目前，沈某已被松江警方抓捕
归案，逃逸的杨某也已被上网追逃，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通讯员 顾承骁 本报记者 孙云

    本报讯（记者 袁玮）日前，徐

汇警方接到一起求助，一名酷爱晨
练的老先生到社区广场锻炼身体，

临走时把随身一块价值 3 万余元
的名表忘在原地。所幸民警耐心寻

找，最终帮他找到了手表。
3月 27日上午 10时许，徐汇

公安分局凌云路派出所接到辖区

居民何老伯的电话求助，当天上

午 8时许，他到凌云壹街坊广场
晨练，锻炼结束后回家发现自己

的手表忘记在广场的一只圆凳
上，回到原处寻找已经不见了。这

是一只价值 3 万余元的名贵手
表，老伯心疼不已。

民警钱晨和汪思远在接到何

老伯的求助后，迅速分头走访了

广场物业和附近的商铺。通过街
面公共视频录像，结合何老伯描

述的时间段，通过不懈努力，最终
找到了捡走手表的男子。当天下

午，何老伯前来派出所认领遗失
的手表时表示，他本以为再也找

不回来了，徐汇公安认真工作的

态度和热情为民服务的精神让他
感到钦佩。

3月 29日，何老伯专程来到
派出所送上锦旗，对民警表达了

真诚的谢意。

求五连号车牌豪掷 万
两年未果车主方知被骗

两个月吃到230次问题外卖？
一男子恶意骗取外卖食品“食安险”被公诉

老伯去晨练大意遗名表
民警不放弃找到捡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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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4日中午，一名青年女子

匆忙跑入上海铁路公安处客技站派
出所石泉路警务室报警，称其支付宝

被人盗刷，根据受害人自述，她本人
并无定期查看支付宝交易账单的习

惯，发现支付宝被盗刷是因为 3月 24

日当天银行发送的一条还款信息。

民警立刻调取受害人张女士的

支付宝账单查看，账单记录显示，从
1月 23日至 3月 14日最后一笔消

费记录，最终确认异常消费 24笔，
金额从 79元到 691元不等，共计

5836元。但令民警感到奇怪的是，
张女士的手机一直带在身上，而且

支付宝密码从未告诉过他人，嫌疑
人是如何进行盗刷的呢？随着案件

调查的进一步深入，一起支付宝被

“暗戳戳”盗刷的盗窃案“内情”逐渐

清晰起来。

抽丝剥茧寻“贼”迹
民警通过梳理账单发现，嫌疑

人基本上是用于购买、支付零食、加

油、服装等日常消费，通过消费习惯
判断此人应是个人行为，基本排除

专业团伙恶意盗刷的可能。随着进
一步排摸，民警发现一月底的首笔

消费是在福建省三明市某超市完

成，二月初很快在上海又有几笔消
费，但突然在二月中旬，该支付宝账

号又在福建省三明市进行消费，民
警判断此人应是经常往返沪闽两地

工作的人员。
民警一方面联系杭州支付宝公

司，调取相关支付信息。一方面开始

在上海消费地点调查走访，调取受
害人支付宝账户被盗刷付款时的公

共视频画面。在调查最后一笔消费
情况时，民警终于发现一名男性青

年具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随即对
其展开侦查。

“疫”外收获终落网
经过民警调查，嫌疑人 3月 14

日在沃尔玛消费结束后骑车离开，

随后进入浦东新区一大型居民社
区。因疫情期间嫌疑人全程佩戴口

罩，民警无法对其面容进行辨认，而
且此社区居民较多，人员结构复杂，

要找到嫌疑人无疑是大海捞针，案

件一时陷入僵局。

正当办案民警一筹莫展时，客

技站派出所副所长程诗静突然想到
此人有可能是福建籍，而且根据防

疫需要，社区近期刚刚做过住户信
息登记。民警最终从几百户居民中

筛选出 6户福建籍住户，当一张“粗
眉毛、小眼睛”的住户照片出现在民

警面前时，程诗静立刻喊出“就是

他！”最终，嫌疑人张某被上海铁路
警方一举抓获。

二手手机惹的祸
据嫌疑人张某交待，他 1月初

在上海某二手手机店购买了一部苹

果手机，打开后发现手机并未恢复
出厂设置，还有很多前机主使用过

的 APP没有卸载，出于好奇，他便

点开查看，竟然意外发现手机中的

支付宝不需要密码，而且可以通过
付款码正常消费，于是便起了贪念。

而嫌疑人张某购买的这部手机，正
是受害人张女士出售的个人闲置手

机。嫌疑人张某在上海市买了手机
后，便驱车返回老家福建三明过年，

其间使用张女士的支付宝供自己消

费，2月中旬返回上海后继续使用。
其间张某老婆在老家还用其给予的

二维码进行过消费，前后 24笔，共
计 5836元。

目前，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
罪，被上海铁路警方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通讯员 刘少杰 曾剑
本报记者 江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