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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发生的盗窃案越来越多

这次窃贼假扮送快递的登门入室
专门选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下手
提醒：看看这些办公室失窃案，吸取教训啊

这个骗局太老套了

“你儿子出车祸住院了急需钱”
这次，机敏的银行工作人员
看穿了骗局
大家留意：这一伙3个骗子，其中一人身高1.70米左右，40多岁
司机开一辆白色轿车，身材矮，皮肤稍黑

昨日，网友“鹰
狐”在论坛上发了一
篇《办公室被盗惨痛
经历 提醒大家多加
防范》的帖子：最近办
公室招贼，经查是一
冒 充 快 递 公 司 的
贼。先假借快递投
错侦查，然后实施盗
窃，老夫损失惨重，不
说金钱等财物，电脑
资料等财物让我无
法挽回。

盗贼拿份假快
递单一路畅行，然后
每户必进，有人问就
说 走 错 了 ，踩 点 布
局。发现可乘之机
就下手，多半顺手牵
羊，但被盗的人多半
损失惨重，大家应该
多为自己的安全着
想，对那些拿着快递
单没明确地址的乱
窜之人严加防范，以
免遭贼惦记。

记者 何涛 石明顺

帖子发出后，立即引来关注

“涩狼”：看时间是12点左右，这个时间都是
吃饭时间，容易得手。

“youhua123”：就怕贼惦记啊。
“Mandarava”：大家要小心，保护好自己的

贵重物品，也保护好公共财物。
“木水悠悠”：现在的小偷都专业了啊。

“chriscq11”：现在小偷改变思路了，一直
在创新啊。

看网友“鹰狐”发的视频截图，可以推测：小
偷事先肯定踩过点，熟悉楼层内监控的位置，所
以没有很清楚的正面图像。中午12时左右是工
作人员午休的时间，办公室里人少，方便作案。

手机不翼而飞
朋友小张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在金水区一

家公司上班，那天他开车出去办事，将自己的手
机忘在了办公桌上。

办完事回来，他发现手机不见了。
“我的手机呢？谁看见我的手机了？”
他赶紧借来同事的手机拨打电话，发现自

己的手机已经关机。
“会不会是刚才来过的那个人拿走了？”他的

同事回忆说，刚才有一名男子来过办公室。当时办公
室的人很少，他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好像是在找
人。最后，这名男子在小张的办公桌前停下了，因为
小张不在办公室，同事以为是来找小张的。

“我看他在打手机，以为是在给你打电话，
问你在哪里呢？”

小张的同事并没有太在意这名男子的举
动，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办公室。

丰产路派出所的白警官说：“办公室偷盗还
是发生得比较多的，这些小偷大多是以发名片
或者发传单的形式进来偷盗。冒充快递人员的
也有，或者是说来找人，假装来办事。”

“办公室财物被盗，主要原因是由于大家的
防范心理不强。不要把贵重财物放在办公室的
显眼位置，离开办公室要检查抽屉橱柜是否锁好
并关好门窗，遇见可疑的陌生人要仔细询问，发
现有作案嫌疑的请及时拨打110。”白警官说。

看看下边的这些作案手法，大家吸取经验
教训：

1.顺手牵羊 这种案件多发生在白天正常
办公期间，白天作案的盗贼常常把自己装扮成
业务推销人员或者假装找人，看到办公室无人
时会顺手拿走放在桌上的包、手机、笔记本电脑
等易于携带的物品。一个人一间办公室的工作

人员尤其要引起注意，加以防范。
提示：离开办公室时要随手锁门，遇到陌生人要

仔细盘问。发现可疑，及时报警或通知保卫部门。
2.破窗而入 这种案件多发生在下班后没

有关窗的办公室，盗贼多通过下水管、空调或从
楼顶使用滑索进入办公室偷盗。

提示：下班后，切记关好窗户，特别是在二
层以上办公室不要心存侥幸。

3.撬门入室 有的学校、公司的办公场所出入
人员较杂，保安人员难以管理与辨认。假装来办事
的小偷，趁下班后办公室没人，撬开门迅速洗劫。

提示：办公室不要存放现金等贵重物品，门
锁一定要有多重防盗功能。如果发现被盗，一
要及时报警，保护好现场，不要急于入室核对损
失的财物；二要阻止旁观人触摸、接近现场，以
免现场被破坏，等待公安机关前来调查。

市民陈志毅来电：省纺机社区的代巧英老人遭
遇骗子，银行工作人员看穿骗局后，拒绝了老人取
款。 记者 汪永森

19日上午 11点，78岁的代巧英老人在
郑上路路边散步，遇到一个自称是儿子“老
同学”的男子。

“老同学”刚和老人聊了3分钟，一辆白
色轿车停在代巧英身边，开门人呼唤着老人
的名字。

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人说老人的儿子
莫先生遭遇车祸，需要尽快筹集手术费用。

老人心里一凉，急匆匆带着儿子的“老
同学”返家，拿出4000元。

面对4000元现金，3人都说“远远不够，
莫先生伤势严重”。

“老同学”说莫先生有难，自己作为老朋
友，也得帮一下忙。

他当即拿出 2000 元现金，还把手上的
金戒指取下，要求车上的人拿去救急。

老人被儿子的“老同学”感动着，她又跑
回家，翻出了存折。存折里存有3万元。

工商银行就在小区斜对面，可3人却把
老人拉到中原路与伏牛路口的银行。

看到老人有些怀疑，3个人说这家银行
办业务的人少，能节省时间。

“老同学”搀着老人在银行排队，轮到老

人办理业务时，他凑了上去。
工作人员问老人办什么业务，“老同学”

抢答：“阿姨儿子出了车祸，要送手术费。”
老人也很着急，她的存折没有设密码，

催促着银行赶快给她办理业务。
奇怪的是，工作人员拒绝办业务，理由

是“没有密码，就不能取款”。

老人生气了，这是她第一次取款被拒。
她出了银行，玻璃门关上的刹那，看着儿

子的“老同学”钻进汽车，头脑突然清醒了。
“我咋把钱给别人，儿媳妇也开着车，送

钱自己就能送。”
老人这时已不再相信儿子的“老同学”

了。
这位 78 岁的老太太坐进汽车，却不肯

关上车门，要求前边的两人把 4000 元还回

来。
3个男子面对执拗的老人，默默不语地

将4000元现金退了回来。
老人一下车，白色轿车飞快驶过路口，

不见了踪影。
老人看到巡防队的巡逻车路过，立即求

救。
在巡逻车上，老人给儿媳妇打电话得到

确认：儿子没事。

老人希望大家都警惕骗子

昨天中午，老人来到中原路这家银行，
对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这名工作人员说，“老同学”不是老人家
属，又显得太急切，这就很可疑，而相似的骗
局他们也遇到过。

在三官庙办事处巡防队，监控视频回放
了当时的情况。

老人脚步匆忙，一个中年男子，身高约
1.70米，穿休闲外套，一直跟随在身边。

老人又指认了自己曾经乘坐的白色轿
车，遗憾的是，摄像头距离较远，无法辨认车
辆号牌。

老人回忆，开车的男子身材比较矮小，
皮肤稍黑。

巡防队员朱幸认为，老人能要回被骗的
4000元具有偶然性。

“路口交通比较拥堵，3 人不敢轻举妄
动。”

他提醒市民注意，这种骗局屡有出现，手
法老套，但还是有人受骗。预防这种骗局，最
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轻信陌生人，更不能把钱
财和贵重首饰交给他人。

昨天中午，老人向警方报案，她希望大
家都能够提高警惕，避免受骗。

文化路店：6100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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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路店：66353377

谢谢读者陈志毅向晚报提供新闻线
索，获得了价值144元的礼品。

请来管城区东明路与商城路巴奴火
锅东明路店4楼营销企划部领取礼品。

见报后一周内领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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