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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篮劫
有一伙人盯上交友网站中的大婶大妈
化身“成功人士”大打感情牌
要完花篮要花牌，要完花牌要“石狮”
光郑州被骗报案的女性就有37起

感情有理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
幸好，王女士的理智战胜了情感，打了一个报警电话。
当郑东警方跨省打掉这个12人的诈骗团伙时，在网上交
友平台上以恋爱结婚为名骗取王女士信任、再谎称“新店
开张”需要赠送几个花篮为借口诈骗钱财的中年“成功人
士”，是几个皮肤黑黑、头发乱乱的毛头小子。
郑州晚报记者 张玉东/文 周甬/图

王女士对一名“成功”男士芳心暗许

王女士，40 多岁，单身。4 月初，
在郑东新区的家中，她上世纪佳缘网
时结识了叫陈文强的 55 岁男子。两
人通过 QQ 聊得火热，陈文强的每天
一个问候电话更是让期盼另一半的
王女士心里暖暖的，看到陈文强晒出
自己的公司、家庭照片后，王女士很
快对这个“成功人士”芳心暗许。

4 月 17 日，王女士接到陈文强的
电话。老陈说，自己的超市要开业，
按照深圳的风俗，未来的另一半应该
送几个花篮，如果不送花篮可能会给
家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陈文强又说，自己认识一家花店
老板，花店离即将开业的超市比较近，比
较方便，希望王女士和花店老板联系。

为了博得未来另一半家人的好
感，王女士想都没想就与花店老板取

得联系，汇了2万多元订花篮。
4 月 18 日，陈文强再次打来电

话，花篮收到了，很感动，但是，按照
当地风俗，光有花篮没有面子，最好
能有花牌相衬。

王女士再次向花店老板汇了1万
多元，订了3个花牌。

4 月 19 日，王女士又接到陈文强
父亲的电话。陈父说：“我们为有你
这样的儿媳妇感到高兴。今天，家里
找了个风水大师看了看超市，发现有
点问题，需要在大门两侧添置石狮
子，另一个儿媳妇已经买了一个，希
望你买另一个。我认识一个工厂专
门做石狮子的……”

王女士感到掉进了“无底洞”，越想
越不对劲，报了警，此时她已被骗了
35760元钱。

郑州类似案件已发生37起

这是今年郑东公安分局接到的第二
个“花篮托”案件。分局案侦大队大队长
张慷安排人员初步调查，发现在郑州今
年已经发生了37起类似案件。

案情报告摆到了郑东公安分局局长
张予西、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李富山
的案头——电信诈骗嫌疑人一般都隐藏
在千里之外，用虚假身份和虚假电话号
码作案，侦破难度都很大。

张予西说，电信诈骗案件很多，令人深
恶痛绝，要求案侦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

侦查人员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行骗时
使用的银行卡进行查询、布控，分析这伙
人在深圳一带活动。

4月26日，案侦大队社控中队中队长
王红营带人赶到深圳，通过银行监控录
像，初步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通过深
圳公安机关协助，他们查到，这三人住在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某城中村一栋居民
楼的9楼。

4 月 28 日，王红营决定在物业人员
配合下实施抓捕。当天下午，物业人员
以查修房屋漏水为名多次敲门，但里面
毫无动静。看着门口放着的三双皮鞋，
侦查员们确定嫌疑人就在屋内。

“守株待兔！我就不信他们不出
来。”王红营在门口和楼梯口布下人员，
开始蹲点。4 月 29 日凌晨 3 点，房门“吱
呀”一声开了，一人探头出来张望，在门
口蹲守的侦查员手疾眼快，一把推开门。

看着屋内三人惊愕的脸，侦查员笑
了，他们正是录像上显示的取款人。

经过连夜突审，“花店老板”张伟就
是这伙人的“老大”。当天，侦查员赶往
花店抓捕时，张伟已经嗅到危险而逃之
夭夭。

嫌疑人：一年骗了十几万，老手一个月能骗十几万

25 岁的嫌疑人海某说，自己干了
一年赚了 13 万多元，骗过 10 多名女
性，成功率两成多，最多曾与 4 名女性
同时保持联系，“老手有的一个月就能
赚十几万”。

“为了装出 55 岁的声音，我都是压
低声音，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临场发
挥，如果对方怀疑就不再联系。”海某说，
给受害人晒出的公司、家庭照片，都从网
上截的图。

这个团伙成员有 20 多人，有人装成
功人士，有人装花店老板，有人扮演“成
功人士”的父亲。他们在网络上以谈恋
爱为由寻找行骗对象，找到目标并取得

目标的信任之后就按流程开始操作。他
们的目标往往是情感遭受波折（中年丧
偶或离异），有一定存款，年龄在四五十
岁的中年女性，常常以“我的新店要开张
了，为了得到更多亲友的认可，需要你赠
送几个花篮”的借口来骗人。

他们大都选择外省人为目标，尽量
避免与受害人见面，如果对方中招，就会
以各种理由继续诈骗，直至受害人醒悟。

5 月 12 日，在掌握了一部分犯罪嫌
疑人行踪后，王红营再次带领侦查员
奔赴深圳，抓获犯罪嫌疑人 9 名。目
前，林某、韩某、刘某、杨某等 12 名团伙
成员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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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