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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向我求助的是位姓常

的女孩。去年7月份她去闵行找
老乡时迷路了，正好遇到一位大

她八岁的男士，对方很熟悉闵行
的大街小巷，对她相当热心，不

仅帮她找到了老乡，怕她饿了，
一路上还买饮料和零食。小常对

这位“哥哥”十分感激，双方互留

了联系电话。
第二天，小常就接到这位“哥

哥”的电话邀请，请她去七宝老街
玩玩。小常欣然前往，打那以后，

“哥哥”经常会约她外出，当听“哥
哥”说他是单身时，小常不免心动

了。想想自己独自从外地到上海，
人生地不熟，现在遇到一个这么

好的“哥哥”，可不能错过。小常很
快就和“哥哥”好上了。不久“哥

哥”就住进了小常的出租屋，其
间，“哥哥”总是信誓旦旦地表示，

以后要娶小常为妻，结婚生子。小
常以为日后有依靠了，每天像灌

了蜜糖，不知有多高兴。
实际上，这个“哥哥”不仅有

家庭，还有子女。两人同居后，小
常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喜滋滋地

把喜讯告诉“哥哥”，催他赶快办
婚事。这时的“哥哥”却让她把孩

子打掉，理由是要明媒正娶，先领
结婚证，再要小孩。小常提出可以

边打结婚证，边筹备婚礼。两人商
量着各自回老家开结婚证明。当

小常兴致勃勃地拿着证明见“哥

哥”时，“哥哥”两手空空，说父亲
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卡着户口本，

无法开结婚证，让小常先把孩子
打掉。小常提出不打结婚证，先把

酒席办了总可以吧。“哥哥”讲家

里人不同意这桩婚事，办酒席无
从谈起。

“哥哥”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小
常家人的怀疑，经家人调查，发现

这位所谓的“哥哥”根本不是单
身，是有妻室的已婚男子。发现自

己上当，小常如梦初醒，欲哭无

泪。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小
常梦想着，“哥哥”会跟老婆离婚，

娶她为妻。没想到“哥哥”明确地
告诉她，自己是不会跟妻子离婚

的，劝小常把孩子打掉，并表态可
以拿出三万元作为赔偿。“哥哥”

的妻子也出了面，向她赔礼道歉，
劝她赶快把孩子处理掉。小常提

出先交钱，而且要现金，对方怕小
常拿了钱不处理孩子，双方就这

么僵持着。最后“哥哥”一家开始
人间蒸发，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小常现在进退两难：把孩子
打掉吧，自己吃的亏太大，把这个

孩子生下来吧，以后的日子怎么
过？于是她找到我，想征求我的意

见。我首先批评她处理婚姻太轻
率，对一个人什么都不了解，就以

身相许。其次，我告诉她，成年人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作为母亲，

如果孩子生下来，就有义务抚养
教育孩子。最后，妇女有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
不生育的自由。之前，她就因为轻

率出了问题，现在不能再草率地

作出任何决定，还是与家人商量
清楚后，再结合自身情况作出一

个慎重的安排。
人民调解员 青云

你讲我听

    本报讯（记者 杨洁）男子因朋
友邀约，相聚唱歌，把酒言欢。谁料，
曲终人散，醒酒之后，包间里只剩自

己，无奈之下，他自摸腰包买单。事
后，他越想越气，竟报警谎称 KTV

有不法行为。最终，自食恶果，被浦
东警方行政处罚。

5月 27日 20时许，中年男子

孙某和几个朋友相聚 KTV唱歌。其
间，孙某多饮了几杯，不胜酒力，窝

到包厢沙发上小憩，谁知这一眯眼，
睡了 2个小时。睡醒起身，发现包房

里就剩自己，准备离开。服务员让孙

某买单。“买单？”孙某顿时觉得郁
闷气愤，心想，又不是我请客，为什

么要我付钱。于是，他便与服务员争
论了一番，未果，最后还是把账单付

清离开。

孙某无法接受朋友撇下他，还
让他做“冤大头”付钱买单的事。于

是，他竟然拨打 110 报警，谎称
KTV有不法行为。接报后，浦东公

安分局周浦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
处置，经核查排摸，明确该警情属

于谎报。6月 1日，民警传唤报警人

孙某到派出所接受询问。经询问，
孙某承认自己拨打 110 谎报警情

泄愤。目前，孙某已被浦东警方行
政拘留，他本人也对报假警的违法

行为懊悔不已。
警方提醒：110 报警电话是维

护治安、服务社会、保障公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重要社会资源。对谎报
警情、恶意骚扰、威胁恐吓、谩骂侮

辱等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
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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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超 记者

袁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一旦过
了头，往往会适得其反。近日，徐汇

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因整容引发
的恶势力案，爱美之人王女士及受

其委托代为“医闹”的恶势力分子，
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 2年半至 1年

不等的刑罚。

王女士现年 46岁，生活条件较
为优越。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在王

女士的脸上留下了痕迹。2018年 10

月，王女士经人介绍得知上海某美

容院有“童颜魔法”“W提升术”等

项目，且提供专利技术的美容服务。
在中间人及美容院医生的宣讲下，

王女士对这些美容项目深信不疑，
并花费 100万元接受了美容服务。

然而事与愿违，王女士称手术之后
眼袋有疤痕，美容院承诺的 7天消

肿也并不属实，大腿部还多处留疤。

本想“返老还童”，结果却不尽
人意，王女士无法接受镜中的自己，

在朋友徐某的陪同下至美容院提出
退款及赔偿修复费用等要求，但遭

到拒绝。2018年 11月，徐某介绍恶

势力团伙成员宋某给王女士，称可
助其“讨回公道”，王女士便委托宋

某为她处理与美容院的纠纷。同年
11月 22日至 12月 14日，宋某纠

集恶势力团伙史某、翟某、郝某、孟

某等人，以王女士亲戚为她“讨说
法”为名，要求美容院退还手术费

100 万元并索要 100 万元赔偿，还
连续数日在美容院聚集，采用喊口

号、举标语牌、辱骂恐吓员工、在店
门口躺坐、阻止客人进店等“软暴

力”手段，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

势，扰乱美容院正常经营秩序。面对
宋某组织的滋扰闹事行为，王女士、

徐某未予以制止。据美容院称，滋扰
闹事行为共持续 23天，导致美容院

取消了期间的相关活动，造成违约
金损失近 20万元。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女士、

徐某伙同恶势力宋某、史某、翟某、
郝某、孟某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寻

衅滋事罪，且系共同犯罪。鉴于被告
人王女士、徐某能基本如实供述罪

行，并自愿认罪认罚，赔偿经济损

失，均予以从轻处罚。其他被告人
中，被告人宋某是恶势力纠集者，被

告人史某、孟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 5

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之罪，系累犯，依法予以从重处

罚。徐汇法院最终判处宋某有期徒

刑 2年 6个月，王女士有期徒刑 1

年 3个月，徐某有期徒刑 1年，其他

7名恶势力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 2年 3个月至 1年不等的刑罚。

不满美颜效果 竟大闹美容院
一起因整容引发的恶势力案开庭审理，数人获刑

孙绍波 画

    “‘小铜钱’App恶意盗刷”“有

的未经同意就扣了我 299元”“‘管
家有财’App 无故扣款”⋯⋯2019

年 8月以来，网络上频繁爆出“小额
借贷软件”未经用户允许偷偷扣款

的相关话题，市场监管部门也接到
大量此类举报。举报人反映，自己仅

仅注册了一个账号，还未申请借款

就被扣除了所谓的征信评估费。更
蹊跷的是这些费用并非立即扣除，

而是在深更半夜被人悄悄划走，且
不同名称 App 最终指向的都是同

一个收款方———上海鲸纬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2019年 12月，公安机关
介入侦查，发现该公司涉嫌诈骗，对

其办公场所进行集中行动，当场抓
获包括公司老板、员工、客服人员在

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目前，上海市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

蒋某、康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批准

逮捕。
被投诉和举报的所谓“小额借

贷软件”包括“小铜钱”“管家有财”
“钱城事锦”“有金码头”“旺财爱财”

等不同名称，但其实都是同一个诈

骗软件的不同包装，运营方均为上
海鲸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涉案金

额高达一千万余元。据员工到案后
供述，之所以频繁更名，就是因为不

断接到大量投诉，所以不断改头换
面，吸引新的客户上钩。

这一诈骗软件并无借贷功能，

却在首页显著位置标有“正规借款
软件平台、手续简单、立即在线申

请、系统自动审核、超低息任你借、
极速放款到账”等广告语，下方还有

“立即申请”字样按钮，让用户产生

该 App是一个借款软件的错觉。用
户点击“立即申请”后，会进入到评

估资料填写页面，系统会要求勾选
一项“服务评估协议”。这里给用户

挖了一个陷阱：冗长的协议中隐藏
着关于征信评估报告需收费的内

容，一般用户不会仔细阅读，就会直

接勾选确认协议，殊不知这样一来，
就会开启支付授权，为所谓的“贷款

信用评估”埋单。
为了掩人耳目，该软件不会当

即扣除款项，而是拖到半夜才偷偷

划去近 300元的费用，因此被害人
往往难以及时察觉损失。扣款后，用

户不会真正得到贷款，而只会得到
两份没有实际意义的“信用评估报

告”。到了这时，大多数用户都会觉
得这套软件服务不好而卸载，这样

一来，事后维权都会存在缺少证据

的障碍。即使有少数客户事后发觉
被扣款发起投诉，客服人员也是以

“公司不存在欺骗欺诈行为”之类的
托词敷衍，能拖则拖，除非碰到有较

真的客户声称要去向主管部门投
诉，他们才会同意退款。

案发后，公安机关已将该公司
老板、员工、客服人员等多名犯罪嫌

疑人抓捕归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处
理中。

通讯员 顾承骁 本报记者 孙云

诈骗软件身披多件“马甲”

不放贷只骗“征信评估费”

轻率让她吞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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