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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 2014年夏天，40岁
的女子苏女士与丈夫分手，正苦
闷时在网上遇到自称“刑侦大队
长”的杨强，他说自己的妻子和女
儿几年前遭遇车祸去世，痛苦的
也一直单身。几次网聊后相约见
面，身穿警服的杨强谈吐优雅赢
得苏女士的欢心。苏女士带杨强
多次去见家人和朋友，杨强身穿
警服自称“刑侦大队长”，吹嘘正
在办理扫黑除恶的“大要案”。有
时“不经意”露出腰间的“手枪”，
令亲朋好友刮目相看。

一来二去能办事儿的杨强
开始在苏女士的亲戚朋友中流
传。很快，苏的堂哥送给杨强 10
万元现金让帮忙给刚毕业的儿
子在公安局安排个好工作。杨
强 20多天就安排到市区某派出
所“上班”，但杨隐瞒了苏姑娘的
侄子只是一个临时“劳务派
遣”。当苏的侄子了解到情况后
质问杨强时，杨谎称这是实习，

结束就安排“正式工作”。此时，
杨强已从苏女士手中拿走安排
工作酬劳 18万元。

2015 年 4 月的一天。苏女
士突然接到杨强电话称在办案
途中发生车祸将人撞死，为保住
自己的位置，请苏女士帮忙筹集
资金安抚死者家属，救人心切的
苏女士赶紧找朋友借 50万元打
进杨的银行卡。事实上杨强是
涉嫌醉酒驾驶被新郑市交警大
队民警查获移交给人民法院依
法对其拘役审判。所谓安抚死
者家属的几十万现金又成为杨
的“胜利战果”。

本报讯 为进一步普及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知识，规
范落实健康防护措施，增强群
众防护意识和能力，维护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具茨山管委
会组织机关干部和各行政村
党员群众开展一系列疫情防
控宣传活动。

村村不漏，做到防疫“全
方位”。印制《具茨山管委会
致在外工作人员的一封信》分
发村民组中，保证每个村民组
至少 5份，具茨山社区每栋楼
一份，并张贴在宣传栏中，向
群众倡议非必要不返乡、如返
乡要隔离、出发前先报备等。
制作《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等
宣传版面 4个，宣传海报 270
幅，防控疫情条幅 98条，保证
覆盖每个行政村、每个主要交
通路口。

喇叭声声，发出防疫“最
强音”。利用大喇叭广播疫情
信息，要求12个村级大喇叭和

2辆流动广播车，每天两次每
次2个小时播放疫情防控信息
知识。

真心真意，画出防疫“同
心圆”。每村在本村的村级微
信群中动员包村干部、支部书
记等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
官方疫情防控信息，防止虚假
信息蔓延，让疫情防控宣传
线上线下同频。及时与中高
风险地区返乡人员联系，解疑
释惑。

一言一行，共筑防疫“安
全墙”。机关干部、村组干部
作先锋，志愿者、老党员走在
前，为加强农村疫情防控，具
茨山管委会组织平安志愿者
每天对农贸集市的从业者和
群众进行提醒，到商店进行监
督，要求佩戴口罩，坚决落实
防控“戴口罩”“一米线”“少聚
集”等要求，共筑疫情防控安
全墙。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荣

本报讯“驮窑村南 100米
路西发现火点，请迅速组织森林
防火队赶到现场进行扑救。”1月
21日16时伴随着刺耳的防火警
报，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
园管理委员会森林防火应急救
援演练正式拉开帷幕。

备勤的 20名队员迅速集结
并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分工，队员
全副武装赶赴火场进行扑救。
抵达火点后，灭火队员沉着冷
静、紧张有序地用灭火水炮截断

火头，防止火势蔓延。其余人员
则利用风力灭火机、水泵等工具
扑打火源，阻断火势发展。随后，
队员们从火场外围合围，利用打
火把、铁锹等工具对余火清理，防
止死灰复燃。经过协作配合，实
战演练取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新郑市具茨山管委
会位于山区，山上经过近几年的植
树造林禁伐后林木森森，加上今冬
少雨水，防火任务相当严峻。为确
保冬季防火安全，防火科的队员们

每天都在山上巡逻察看。这支常
年驻守着的森林防火队队员平均
年龄 35岁，他们以山为家，一年
365天都在山上。山路崎岖不平，
沟壑交错，虽然有巡逻车，但队员
们大多时候徒步巡山，平均一天要
走20多里路。为了大山的安宁，
他们在山里过着单调、枯燥、封闭
的生活，默默以实际行动构建一道
牢固的森林防火“安全墙”。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边 艳 兑向华 文/图

冒充警察诱骗女子，涉案金额达百万元

入戏太深的“刑侦队长”落网了
本报讯 一个长期流窜在省会郑州附近的“刑侦队长”，身穿警服招摇过市骗钱骗色，近

日，终于被新郑警方拿下。
“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一个男人整天靠招摇撞骗过日子，就没有一点羞耻心吗？”近

日，在新郑市公安局看守所提审室，民警黄冠对犯罪嫌疑人杨强（化名）说。这是年仅50岁
的杨强第6次进看守所了。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楚涛 文/图

被甜言蜜语蒙蔽的苏女士
在 2016年夏天与杨强办理了结
婚手续，没有想到不到一年就发
现成为杨强的“前妻”。一天苏女
士不经意看到杨的手机上显示
“老公，你在干吗呢？”的信息，让
她大吃一惊。苏质问其对方是
谁？杨强竟然训斥苏女士不该偷

看手机，并说因为工作“特殊”很
多信息都是“秘密”。随后又辩称
对方是熟人，开开玩笑而已。

苏姑娘把偷偷记下的微信号
加好友聊天，对方向苏展示了苏
某与杨强的离婚证，以及与杨强
的结婚证。在得知情况后双方都
大呼“上当受骗”。不敢面对现实

的苏女士赶忙到民政局婚姻登记
中心查询。原来在 2个月前，杨
强带一名与苏女士长相近似的女
子办了离婚手续，随后又与这名
女子结婚。当苏女士电话联系杨
强要去“单位”找他时，平常神气
十足的杨强顿时惊慌失措，哀求
苏姑娘不要去公安局“闹”。

“卖惨式”故事
诱骗受害人

新郑市公安局龙湖派出所
接到苏女士的报警后对杨强秘
密侦察，并取得重大突破。民
警发现杨强有个“职业习惯”，
回家就穿警服变成“刑警大队
长”，出门去郑州港区某厂做保
安工作时就穿保安服装。如有
人请他“出席”活动就穿上警服
变成“刑侦大队长”，来回转换
不同的身份，似乎有点“喜剧人
生”的感觉。

杨强在 50年的人生中，20
年前在老家乡政府联防巡逻队

干了 2年的治安联防队员，从此
迷恋上“警服”，招摇诈骗成了他
的“职业”。服刑出来后又接着
干，成典型的“老贼惯犯”。

1月 8日中午，在郑州市二
七区南四环与新密路交会附近
的一处农家乐，身穿冬季执勤服
的“三级警督”正给他人讲述他
最近办理的“一个大案”。“杨强，
啥时候又穿上警服了？”看到从
天而降的民警，刚才还侃侃而谈
的杨强顿时结巴起来。“他腰里
还有枪！”不知谁喊了一句。民

警发现那支“手枪”原来是几十
元的“手枪式打火机”，这成了杨
强招摇撞骗的“行头”。

在新郑市公安局办案中心，
在大量证据面前杨强交代了一
系列犯罪事实。在刑满释放后
短短几年里，杨冒充“刑警队长”
使苏女士、阿琴等女子上当受
骗，涉案金额达百万元。目前，
杨强已经被新郑警方刑事拘留，
对涉嫌招摇撞骗的犯罪事实进
一步调查落实，等待他的将是法
律的严惩。

渣男脚踏“三只船”

捉“李鬼”现原形

具茨山管委会加强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

立体宣传
共筑防疫安全墙

突遇“山火”，新郑这支队伍逆火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