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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自称“中医世家传人”，在线

问诊即可识别病因，“独家秘方”

保证药到病除？事实上，“老中

医”是13人共同假扮，患者高价买

到的并非“一人一方”，只是常见

的抑菌膏药。

记者从今天上午市公安局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警

方在“春季战役”中成功捣毁一个

冒充老中医线上诊疗网络诈骗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涉案金

额超100万元。

今年4月，市民唐女士向上海

市公安局青浦分局报案，怀疑自

己被骗。唐女士身患皮肤病，有

一次上网时，她看到一条治疗皮

肤病的广告。广告里，不少患有

严重皮肤病的人经过某知名老中

医治疗后痊愈，于是她便留下了

自己的联系方式。

不久后，一位自称“知名老中

医”、同时也是“某省中医世家传

承人”的男子与唐女士取得联

系。对方让唐女士发送患处照

片，为她“在线问诊”。经过一番

看似专业的分析诊断后，“老中医”

推荐唐女士使用所谓的“独家秘

方”产品。信以为真的唐女士支付

了2000余元购买了一个疗程。然

而，她收到的药品包装却十分粗

糙，而且用药后也未见起效，觉得

受骗上当的她于是报警。

接报后，青浦警方发现所谓的

“独家秘方”产品，实际上就是普通

抑菌膏药，在网上只要百余元就

能买到。同时，警方也没有核实

到这名所谓“知名中医”的相关信

息，于是判断这是一起网络诈骗

案，随即组织警力组成专案组开展

立案侦查。

经过综合分析研判，警方很快

锁定了一个盘踞在外省市的诈骗

团伙。5月上旬，在当地警方的配

合下，青浦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一举捣毁了以蒋某、卫某为首

的诈骗团伙，抓获团伙成员13名。

经查，犯罪嫌疑人蒋某、卫某

2人在没有相关医疗资质的情况

下，在各大网络平台投放引流广

告，冒充知名中医、以虚假成功治

愈案例吸引皮肤病患者求诊。之

后，他们聘用刘某、关某等11人作

为客服，点对点添加这些患者后，

冒充知名中医本人“在线问诊”。

在患者发送了患处照片之

后，刘某等人便会使用事先准备

好的固定话术，对患者的病情作

“专业解读”，并宣传虚构的所谓

成功案例，以此获取患者信任。

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以“一人一

方”“独家秘方”等噱头，诱骗患者

购买1000元至2700元不同价位

的治疗药品。而这些所谓“独家

秘方”高价药品，成本不足售价的

十分之一，并且所有患者都是使

用同样的药品，根本不存在所谓

“一人一方”。在诱骗患者下单后，

犯罪团伙便会通知供货商，由供货

商直接发货给患者。同时，团伙

还会谎称“所有药品会先发送至

第三方鉴定后再发给患者”，以此

打消患者对异地发货的质疑。

目前，犯罪嫌疑人蒋某、卫某

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其他犯罪嫌疑人已被

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记者 杨洁

上海电信网络诈骗3类案件高发

谨防虚假理财 警惕屏幕共享

上海警方捣毁13人诈骗团伙，涉案金额超百万元

假中医在线问诊
高价秘方实为常见药

“医生，我的孩子还能恢

复原来的样子吗？”面对外籍

父母绝望的追问，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用一波惊心动魄的

修复操作给出了完美答案。

一支国内顶尖儿童创伤团队

运用精湛的创伤修补技术，

成功保住了孩子的容颜，展

现了我国儿童创伤修复技术

的最新突破。

今年3月，一场意外打

破家庭的宁静——1岁混血

男童小宝（化名）在家中被宠

物犬扑咬，头面部多处撕裂

伤，血肉模糊！最严重的伤

口位于头顶，长达4cm，深可

见骨，下方还形成5cm潜行

空腔；左侧面颊一道2.5cm

伤口深至筋膜层，另有多处

齿痕交错。父母紧急将孩子

送至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时，

距离受伤已6小时，伤口严

重污染，感染与组织坏死风

险极高！

医院立即启动儿童创伤

绿色通道。值班医生迅速开

展评估：患儿年龄小、伤口深

且污染重，头颅CT排除骨折

后，医生们果断清创引流，并

联合感染科精准用药。面对

父母“会不会留疤”的哽咽

追问，烧伤整复科团队给出

定心丸：“孩子的愈合能力

很强，我们一定会用最精细

的技术守护他的未来！”

在医生们的接力下，团

队运用美容缝合“天花板”

技术，采用比头发丝更细的

可吸收线分层缝合，确保伤

口对合精准；术后结合抗疤

治疗，最大限度抑制瘢痕增

生。一个月后复查，小宝面

部表情灵活如常，仅存淡粉

色细痕，父母喜极而泣，激

动地说道：“感谢你们给了

孩子第二次生命！”

2023年，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成立了国内首个儿童

烧伤整复外科，建立起从急

救到整形康复的“全周期守

护”，并独创“三精诊疗体

系”：采用儿童创伤评分系

统（包括伤口深度、污染程

度、患儿配合度）实施精准

评估；配备儿童专用精细器

械进行美容缝合；建立儿童

瘢痕数据库，为患儿提供瘢

痕精准干预（激光治疗、弹

力套定制等）指导，直至青

春期。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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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彻底冲洗，每1cm伤口用肥皂水冲洗1分钟，流动

清水持续15分钟。

● 必须进行免疫接种，即使家犬接种过疫苗，穿透性咬伤/头

面部Ⅲ级暴露时仍需注射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建议整形介入，儿

童颜面伤24小时内转诊整形相关专业，可降低60%损容风险。

● 必须防止二次伤害，受伤部位要注意保护，避免再次受

到碰撞、摩擦等伤害，以免加重伤口损伤或引起感染。

日前，老读者王增华联系记

者，希望捐赠一本他精心保存20

多年的新民晚报1958年4月合订

本。今早，记者来到他家，从他手

中接过这本保存完好的合订本，并

代表报社为他送上捐赠证书。

这本合订本首页——1958年

4月1日的报纸，是由“新民报 ·晚

刊”改名为“新民晚报”后首期报

纸，弥足珍贵。而这本合订本也承

载着王增华一家三代与这张96岁

的报纸的深情厚谊。他告诉记者，

这本合订本是在2002年机缘巧合

下获得的。因为从小家中就订晚

报，父亲是新民晚报的老读者，耳濡

目染，他对晚报的感情也不同寻常。

在王增华的童年记忆里，家中

每天买晚报是一件大事。“那时候，

家中不那么宽裕，按月订报有点

‘吃力’，都是我每天拿上3分钱，

等在售报摊买报。送报员一到，一

沓沓晚报几分钟就卖完了。”他说，

“更早些时候，还没书报摊，我放学

回来就在弄堂口等着卖报员那声

‘夜报，夜报’的叫卖，马上迎上去。”

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读

报是家中一大乐趣，晚报短小精悍

的文章，特别适合在忙碌间隙阅

读。而晚饭后，这份乐趣被传递到

家中子女手中，“我对文学的兴趣

也是从那时候培养的”。

虽然王增华之后从事的是技

术工作，但读报成为陪伴他一生的

习惯。他感慨地表示，新民晚报不

仅是获取信息的窗口，更是陪伴他

度过无数时光的老友。“晚报见证

了我的成长，从结婚生子到退休生

活，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陪伴。我

的儿子也因为从小读晚报，还曾兴

致勃勃地写文章投稿。”他说。

此次捐赠的合订本共30份报

纸，这些报纸被精心装订，封面标

注着年份和月份。闲暇时，王增华

时常会翻阅老报纸，他说：“回看逾

一甲子前的新闻报道，能看到岁月

变迁。”比如，在1958年4月18日

的新民晚报第2版，刊登着日本松

山芭蕾舞团《白毛女》要到上海演

出的预告，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

娟、女高音歌唱家任桂珍都纷纷发

表了感想文章。1958年4月21日

的报纸上，刊登了还是青年钢琴家

的刘诗昆在柴可夫斯基钢琴和小

提琴国际比赛中获奖的消息。

之所以想要将这本珍贵的合

订本捐赠给新民晚报社，王增华坦

言，这些珍贵的报纸被留在家中太

过“寂寞”，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发

挥更大的价值。他说：“这些珍贵的

藏报应该回到报社，这样才能被更

多喜欢的人看到，它们记录了那些

年的大事小情，是一份珍贵的记忆。”

今天，这本难得的合订本将被

新民晚报百年报史馆珍藏。它作

为历史的见证，将成为报史馆的重

要展品，供后人了解晚报的发展历

程和时代变迁。

本报记者 朱渊

老读者捐赠新民晚报改名首月报纸合订本

记录晚报发展 见证岁月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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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增华介绍自

己收藏的1958年4

月份新民晚报合订

本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本报讯（记者 杨洁）今天，市
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获

悉，目前，上海电信网络诈骗发案

前3位的分别是虚假投资理财诈

骗、冒充客服诈骗和虚假购物诈

骗。今年以来，上海警方已抓获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2400余名。

虚假投资理财
4种手法最突出
发案最多的虚假投资理财诈

骗，以下4种手法比较突出：

● 仿冒正规平台 诈骗分子制
作虚假App或网站后，利用社交群、

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下载链接，诱

导受害人进入山寨平台投资。

● 建立情感信任 诈骗分子

在婚恋网站、社交App伪装成功人

士，以恋爱交友为由，与受害人建

立恋爱关系后诱导投资虚假项目。

● 小额返利诱导 诈骗分子

虚构短期投资项目，引诱受害人投

资，初期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后，诱

导加大投入后续卷款消失。

● 保本高息诱骗 以“稳赚不

赔”“高年化收益”为噱头，虚构债

券、股票、贵金属等投资概念，通过

虚假宣传吸引受害人。这类诈骗

常承诺年化收益率超过20%，远超

正常水平。

冒充客服诈骗
受害者多为老年人
冒充客服诈骗，在老年群体

中持续多发，受害人平均年龄超

过60岁。

诈骗分子会冒充电商平台物

流或客服，谎称商品质量问题或快

递丢失，诱导受害人下载会议软件

开启共享屏幕，以退款理赔为由实

施诈骗。诈骗分子通过伪造理赔

链接实施诈骗。

诈骗分子还会以账户管理为

由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声称误将

用户升级为VIP会员，以“自动扣

费”等理由，诱导受害人共享屏幕，

支付手续费。

事实上，诈骗分子会通过屏

幕共享功能获取受害人的银行账

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后，再进行

转账操作。

比如，“五一”期间，市民甘女

士报警说，有人打电话称她开通了

“抖音会员”，每月会自动扣费，如

果不想扣费，可以在客服的指导下

取消会员。在对方一步步诱导下，

在不到2小时里，甘女士已陆续进

行了5次大额转账。

警方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

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案件，成功

为甘女士拦截了77万余元被骗

钱款。

上周，市民张女士也遭遇了

类似的诈骗。诈骗分子通过屏幕

共享，查看张女士手机中收到的

验证码进行转账操作，张女士收

到银行卡扣款30万元信息时，才

感觉到问题。张女士报警后，通

过警银合作，这30万元在5分钟

内就全额拦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