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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小沈阳”引起关注
现在都有经纪人了

一家公司已经开始对他“包装”

连续仨晚上撬自动取款机
发财梦次次破灭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本报讯 一男子取钱发现自己卡上没
钱，就想着砸自动取款机。他连续3个晚上
用锤砸、斧砍的方式，想砸开取款机取里面
的钱，最后被夜巡民警当场抓获。昨日，该
男子被高新区检察院批捕。

卡上没钱，就想撬取款机
王某到郑州20多天未找到合适工作，1

月 11日 23时许，他到高新区瑞达路一ATM
机前，查自己银行卡里的余额，发现两张银
行卡上都已经没钱了。王某忽然想偷银行
ATM机里的钱，但手头上没有工具，无奈回
到住所旁一网吧玩。次日凌晨1时许，王某
从网吧出门时，发现门前有一把锤子，于是
就带着锤子又回到ATM机旁，用锤把儿去
撬ATM机的出钞口，但没成功。

用斧头又撬又砍，仍没成功
1月16日，不死心的王某特意在一家

五金店里花 7 元钱买了一把斧头。当晚
23 时许，王某带着工具又来到 ATM 机
旁。他看到机器右上角像是摄像头，就
用斧头将其砸坏。接着，他用斧头朝取
款机屏幕上砍，想把屏幕砍烂再偷钱，
但屏幕没被砸烂。王又用斧头把儿撬
出钞口，出钞口撬开后，王某伸手抓钱，
结果还是没拿到钱。

两次没有成功，王某不甘心。1月18日
凌晨1时许，王某带着斧头又来到高新区另
一家银行的ATM机边，正撬时，被高新区巡
逻民警当场抓获，

昨日上午王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高新区
检察院批捕。

线索提供 刘涛 朱昱锜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王银廷/图

“俺女婿开车太猛，丢了一箱价值6000多元
的净化处理器，回家后一直到第二天，都在生气，
连称倒霉。我82岁了，平时觉得自己‘没用’，就
坐在一边看报纸，突然看到郑州晚报失物招领
上，一位公交车司机拾到的东西像我女婿的，我
立即打电话给他说了。真是遇到好人了。”昨日
上午，82岁的程老先生向记者介绍他帮女婿找
到失物的经过。

2月17日11时许，一辆白色轿车行驶到京

广南路保全街口拐弯时，车后门突然甩开，从里
面掉出一个大箱子，后边跟过来的 219路公交
车，差点碾上。车长王师傅立即下车，但轿车已
经走远了，他把箱子搬到车上后交到调度室。
因无法找到失主，2月19日，本报把该失物登上

“晚报招领台”，刚好被程老先生看到。“这个栏
目太好了，看似一个小小招领台，其实真的为老
百姓帮了大忙。”程老先生说。

昨日 10时，程老先生从王师傅手中，接过
了女婿开车丢失的净化处理器。

线索提供 李佳佳

□晚报记者 汪永森 董洪刚 实习生 王进宣/文
晚报记者 王银廷/图

“6000多元一分没少，这个包是花 3000多
元刚买的，我很意外能找回来。”昨日凌晨，徐女
士醉酒后和丈夫吵了起来，她不顾劝阻坐上酒
吧门前的出租车，丈夫立即把她从车上拉了下
来，但没注意提包落在了车上。

“我开始没注意座位上有东西，回家刷车才
发现副驾驶前挡处有个提包，当时无法与乘客
联系，一大早就把它交到了运管处。”昨日10时

许，东方公司车号为豫AT1282的出租车司机赵
宝建说。

随后，徐女士带着丈夫一起来到运管处，工
作人员把提包交到她手中，里面的现金和物品
都在。“挎包里有 6500元现金，2000元代金券，
新配的眼镜和提包都是3000多元，证件补办起
来也很麻烦。”徐女士说，她和老公一起在酒吧
休息，不想酒喝多了，两人吵了几句，她离开酒
吧拦住了赵师傅的出租车，刚上车老公就把她
拉下来，提包却忘在了车里。等两人发现时车
已经走远了。

走在街上“有人识”
看了本报的报道后，一家广告公司的负

责人胡先生通过记者找到“小沈王”。“他确
实长得很像，但模仿能力、唱功、气质都需要
包装，舞台经验的欠缺也需要弥补。”胡先生
表示，“小沈王”面对镜头还会紧张，需要多
多练习。除了广告公司，省内一些媒体也开
始关注起“小沈王”来，连失去联系一年多的
同学郑先生，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看完春
晚我就想起了他，我们一年多没联系了。”

“今天有七八家媒体联系我们，但我们
拒绝了一些采访。”昨日，“小沈王”说。

对于广告公司的包装，“小沈王”和朋友
表示需要考虑。“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包装。”

电话都由经纪人接听
“现在走在大街上，感觉很不自在，已经

有人认出了我，附近好多人都过来问，说我
确实很像小沈阳。”“小沈王”说，现在也有了

“一朝成名”的烦恼。
目前，同学郑先生已经成为“小沈王”

的经纪人，“小沈王”的电话由他代接，
与媒体的接触等都由这位郑先生全权代
表发言。郑先生表示，“小沈王”的培养
方案已经由他所在的公司进行了规划，
准备让“小沈王”参加一些训练，学习东
北话，揣摩小沈阳的神情和举止以及二
人转的表演。

“大街上有人认
出我，让我感觉不自
在，现在手机都交经
纪人接了。”19日，本
报报道山寨“小沈
阳”后，“小沈王”的
生活改变了，失去联
系的同学重新又找
到了他，媒体和广告
商也开始关注他。

晚报记者 汪永森 董洪刚 实习生 张菲菲/文
晚报记者 白韬/图

山寨版“小沈阳”山寨版“小沈阳”

发现“商机”
网上卖蝴蝶标本

“2008年过了年儿，我发现蝴蝶制品的市
场很好，就在北京、郑州的花鸟虫鱼市场转了
转。”昨日 10时许，站在市中院法庭上，马鸿伟
说起了当初自己发现的这个“商机”。

考察了市场之后，他专门购买了相关书
籍，还上网向别人讨教，对蝴蝶的种类了解之
后，就在淘宝网上用“纸币网”这一网名，从一
个名叫“蝴蝶王族”的网友赵学文（已由四川警
方处理）手里买了几十枚蝴蝶标本，喙凤蝶 10
元钱一只，金裳凤蝶3元钱一只。

蝴蝶标本买回来后，马鸿伟又租用服务器
空间，自己建网站，虚构了一家“河南天工工艺
品公司”，开始在网上卖自己的蝴蝶标本。他
的目标客户还包括国外网民，为此他还将蝴蝶
标本照片、英文名称、美元价格单上传到易趣
购物国际网站（www.ebay.com），并通过邮箱和
外国客户商定蝴蝶品种、交易价格、付款方式
和邮寄地址等内容，通过贝宝（paypal）上的美
元账户就能收款。

2008年7月14日至8月3日，马鸿伟从新郑
市邮政局分别向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匈牙利、
芬兰、英国等国家发出10封国际航空挂号信，里
面共装有26枚蝴蝶标本。而这些信件在通过X
光检查时，被郑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查获。当
年 9月 20日，接到郑州海关的电话并前往说明
问题时，他才知道自己的网购生意犯法了。

网上开店向国外卖蝴蝶标本
“一不小心”成走私

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告上法庭

涉嫌走私的蝴蝶标本

东西能找回，多谢两位好司机
夫妻只顾吵架，提包忘在出租车上了

东西没丢，碰上好的哥

6000多元现金一分不少

老人用这种传统的送锦旗方式表示感谢。

本来很普通的网络购物，怎么就成了走私
呢？问题出在马鸿伟卖的东西上，喙凤蝶和金裳
凤蝶均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 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物种，经中
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野生动物司法鉴定中心及河
南省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这26枚蝴蝶价值每枚从
1500余元至30元不等，总价值为32736元。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马鸿伟未向海关申报，
也未取得国家“濒管办”郑州办事处核发的允许
进出口证明书，在他与买方聊天的记录中显示
其知道这是保护动物，检方因此诉称马鸿伟涉
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对于自己出售蝴蝶标本的行为，马鸿伟并
未反驳，但他表示，自己真不知道还有这些管理

手续。同时他从“蝴蝶王族”手里买蝴蝶时，对
方告知自己这些蝴蝶都是人工养殖的，并非野
生，因此他觉得自己不算走私“野生”动物。他
按照养殖蝴蝶购买的，价钱很低，出售价格也仅
有二三十元（未说明货币单位），而鉴定价格是
按照野生蝴蝶给出高达 3万余元的结论，跟自
己的实际交易价比起来有点高。

对此，市海关缉私局法制处郑毅科长解释，
根据最高法有关司法解释，受到国家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物，无论是野生、驯养或养殖均在受保
护范围。而通过网购途径向国外邮寄东西、物
件也属于出口行为。

本案将择日宣判。
线索提供 冯海明 左建功

通过网购向国外邮寄物品也是“出口生意”

“网络购物”和“走私”，这两
个词儿似乎很难让人联想到一
块儿。然而，昨日上午，新郑的
马鸿伟却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
制品罪被告上法庭，他就是通过
易趣网将26枚蝴蝶标本卖给了
外国网民。

晚报记者 张柳/文 周甬/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