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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快递员
你收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货物

小心邮包
如今，网购越来越流行，

包裹在生活中也越来越常
见。伴随网购和包裹深入到
人们生活中的还有一个新问
题：邮包诈骗。

昨天上午，市民李老太太
给晚报热线 96678 打来电话，
说她自己被一个假包裹骗走
了300元。

为此，晚报专门总结出近
期发现的4种邮包诈骗骗局，
提醒市民当心。

首席记者 徐富盈 记者 鲁燕

处理以上案件的民警和法官都提到，一旦收到邮包或快递来的物品，
当面打开查看货物后再付钱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在收货过程中发现有破
损等异常，网购者可以拒签快递单，并通知
卖家让其另选快递公司送货。遇到意外电
话时更要小心，不要泄露个人的姓名、身份
证号码、银行账号、家庭住址等信息，更不
要将钱转入对方告知的账户。

昨天上午，住在伊河路二砂社区的李
老太太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快递公司的小王，
说他们公司有一个包裹，因为近来天气潮
湿，包裹上的地址和人名都模糊了，只能
看清楚电话号码。公司要重新登记收包
裹人的地址和人名。

小王告诉李老太太，包裹是有人寄
来的价值 1000 多元的烟酒礼物，从开封

寄的。
李老太太一听，立即就把家里的地址

和门牌号告诉了对方。
几十分钟后，一名男子带着包裹来

了，对方把纸箱打开，让老人验货，并收取
了邮寄费300元。

中午，李老太太家人回来后一看，成
条的烟盒里装的是纸，几瓶名酒瓶里装的
是水。

6 月 8 日，家住阳光四季园的马女士
接到女儿电话，她在网上给爸爸定购了老
年护眼贴，下午可能会有人上门送货。

半小时后，一位年轻女子敲门，问是
不是买了眼贴。

女子表示，按照公司规定，不能进客
户家，包裹也需要先付钱才能验货，公司

管理很严。
马女士相信了这位“看上去很专业”

的快递员，支付了 700 元钱。没想到，不
大一会儿，一位小伙子又抱着一个邮包叩
响了马女士的门，问是不是订了眼贴。

马女士打开第一个包裹一看，里面的
货是假的。

1月 18日下午 7点，惠济区王砦自行
车批发市场的李先生收到一个包裹，里面
是他妻子订购的一套价值 1030元的化妆
品。李先生签了字，付了邮费。

晚上他的妻子发现，包裹里不是高级
化妆品，而是 6瓶廉价的润肤甘油。在与
厂家联系后，双方协议，再发一次货。

当包裹再次送来时，李先生当面打开
了包裹，并抓住了准备逃跑的快递员小张。

据小张说，他受雇于赵小钱（化名），
而赵小钱是郑州一家速递公司惠济揽投

部的揽投员。今年春节，赵小钱找来小
胡、小周以及大一学生小张，利用工作之
便，将客户的真包裹以拒收为由退回，再
拿着假包裹去诈骗客户的货款及邮费。

惠济区法院审理认为，赵小钱4人15
天内共诈骗 9 起，涉案金额总计 9164 元，
已构成诈骗罪。

最终，赵小钱、小胡、小周获刑 6~8个
月，分别处罚金3000元~4000元。小张系
在校学生，主观恶性较小，判处拘役 4 个
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建设路派出所民警介绍了一种邮包
行骗方式。

骗子先以邮政工作人员身份给受骗
人打电话（语音电话、人工电话、短信），告
知受骗人有包裹，因为内有毒品等违禁品
被警方查扣，并提供一个警方电话，让受
害人与警方联系。

这个“警方”电话是骗子利用网络虚

拟号码捆绑的。受骗人打通电话后，对方
会自称是毒品犯罪调查科民警，让受骗人
与银行方面联系，给银行卡升级或将钱转
存入所谓的“安全账户”，最终达到骗取钱
财的目的。

民警说：“骗子会特别强调此事关乎事
主清白，要求事主不能向周围的人讲起此
事，事主往往将钱转走后才意识到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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