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
统筹：王长善 编辑：赵璇 美编：金驰 校对：亚丽 A05看点NEWS

主侦“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
的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主办民
警表示，“梅姨”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
2017年初，当时警方抓获了张维平
团伙，据张维平供述其曾在 2003年
至2005年拐卖9个儿童，均通过一名
被称为“梅姨”的女子介绍和联系转
卖，并支付对方介绍费。

为核查“梅姨”情况，根据张维平
的描述，广州警方绘制了“梅姨”的第
一张模拟画像，并于2017年6月公开
悬赏，但未获得有价值举报线索。

根据张维平提供的线索，警方摸
排到一名疑似认识“梅姨”的男子，其

自称曾有一个叫潘冬梅（音）的女友，
经组织辨认，该男子与张维平均称不
认识，且无法证明潘冬梅（音）与“梅
姨”为同一人。

应被拐儿童家属多次要求，
2019年3月，广州增城有关部门派员
陪同曾替被拐儿童画像的外省退休
警务人员找该男子对“梅姨”画像。
经张维平辨认，第二张画像与“梅姨”
相似度不足 50％，且与第一张画像
差异较大。

由于“梅姨”参与该系列案的线
索属于张维平指认，公安机关仍在进
一步核查中。

广东警方回应：

“梅姨”身份与长相暂未查实
新华社电 近期，一张呼吁大家寻找人贩子“梅姨”的

图片在朋友圈广泛流传，引发全社会关注，广东、湖南、四
川、新疆等地均有举报及辟谣信息。广
东警方19日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
回应此事。

“梅姨”身份与长相暂未查实

警方称，除广东外，近期湖南、四
川、福建乃至新疆等地均有人举报称
“梅姨”在当地出现，后经复核，均不
符合案犯描述的“梅姨”身高、年龄、
语言等综合特征。

警方曾在 2017年 6月13日悬赏
通报中称，“梅姨”真实姓名不详，
2017年时约 65岁，身高 1.5米，讲粤
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广东增城
和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2017年以来，警方曾对照此特
征对叫“梅姨”（含同音字）的人进行大

量数据分析、排查走访，相关线索一一接
触、一一核实，但至今仍未取得突破。

目前，“梅姨”画像的传播一定程度
上引起了部分家长的恐慌，并给一些与
画像相似群众的正常生活带来影响。

警方表示，从张维平供述的情况
看，“梅姨”是一名中间介绍人，负责
为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联系“买家”，
通过收取介绍费非法获利。社会公
众对所谓“梅姨”信息不必恐慌，欢迎
各界人士积极提供相关线索，协助警
方尽快破案。

目前各地出现的“梅姨”信息均不属实

警方将继续寻找
其余7名儿童

11月13日，广州警方
通报，“张维平拐卖儿童系
列案”有了新进展，两名被
拐儿童被找回，并组织了
家属认亲。

警方表示，此类案件
因作案随意性较强、痕迹
物证少，且在当年条件下
缺乏视频监控等技术，破
案解救难度较大。

为此，广东警方推出
DNA寻亲绿色通道，免费
就近为求助者服务。2009
年至今，广东警方通过全
国打拐 DNA信息系统已
找回被拐或失踪人员
1000余人。

此外，依托智慧新警
务技术，警方不断缩小被
拐儿童的查找范围，对疑
似对象逐一摸排走访。
2018年以来，广东共找回
16名被拐10多年的儿童。

广东警方郑重表示
将继续积极寻找其余 7
名儿童下落，严厉打击拐
卖犯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