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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记者 孔浩）韩伟在
市中区中兴路上修理摩托车二十
多年了，他和妻子靠着热情的服
务和娴熟的技艺，赢得了周边居
民的好评，每天前来他的店修理
摩托车、电动车的市民更是络绎
不绝。

41 岁的韩伟是齐村镇韩庄
村人，从小就对机械维修感兴趣，
最大的梦想是能骑着摩托车周游
天下。1991 年，韩伟带着梦想，
正式拜师学习修理摩托车，复杂
的机械原理对于初中都没有上完
的他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但韩伟凭着对机械维修的热爱和
自己的聪明伶俐，几个月便掌握
了摩托车维修的基本原理。后
来，为了提高技艺，韩伟又专门到
了济南蓝翔技校进修，终于可以
娴熟地维修国产、进口各类摩托
车。

带着一套简单的维修工具，
凭着熟练的维修技术，韩伟在中
兴路租了一间小门市，开起了属
于自己的维修店。因为在家里排
行老三，他就把自己的店起名为

“韩老三摩托车修理”。没多久，
周围的居民都熟识了这个热情、
好说话、维修技术好的韩老三。
韩伟说：“很多人至今都不知道我
的名字，都是喊我韩老三，这个称

呼让我感觉很亲切。”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期，摩托车还属于奢侈
品，维修成本高，维修人员漫天要
价的现象时常发生。韩伟本分做
生意，能维修再用的零件，一定会
想方设法帮着车主减少费用，从
来不做坑害顾客的事。

因为价格合理，服务周到，技
术高超，再加上韩伟多次拾金不
昧，将车主丢下的钱包、手机等原
封不动的归还给失主，使他的口
碑越来越好，每天慕名前来维修
摩托车的人都得排队。韩伟修车
时都是蹲着工作，平时活又多，一
天的劳累和满身的油污自不必
说，但他总是笑迎每一位顾客。
好多次下班后，韩伟接到顾客的
求助电话，都会不顾劳累赶赴现
场，帮忙维修抛锚的摩托车。

近年来，随着电动车的普及，
电动车已经成为人们代步的主要
工具。韩伟与时俱进，专门到无
锡学习了电动车维修技术，满足
了人们维修的需求。前段时间，
他还代理了某品牌电动自行车鲁
南地区的销售业务，形成了销售、
维修一条龙服务。多年来，韩伟
除了自己修车，还带了近六十名
徒弟，他把自己的技艺免费传授
给徒弟，并帮助他们开店，让他们
也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修车二十余年 免费授徒六十人

韩师傅诚信经营赢口碑

晚报讯 （特约记者 金亮）
去年，刘某某因盗窃罪被两次处
理，但他出狱后仍不思悔改，在
重获自由后的第四天，再次走上
违法道路。

1990 年出生的刘某某，家
住滕州市大坞镇某村，曾在
2015年 1月、4月先后因盗窃罪
分别被治安拘留 7日和判刑 8个
月。2015年12月24日下午18时
许，出狱四天的刘某某闲来无事
在村口溜达，看到以前的同学刘
某骑着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
刘某某“计上心来”，他当场喊
住同学，先套了会儿近乎，在骗
取了对方的信任后，谎称自己的

摩托车在半路上没油了，想借刘
某的电动车去加油站打油，打油
后马上归还。想到对方是老同
学，并且还是一个村的，刘某信
以为真，便将电动车借给了刘某
某。

然而，刘某某一去就不见了
踪影。直到第二天，刘某某也没
有归还刘某的电动三轮车，于是
刘某向大坞派出所报了案。

刘某报警后没多久，刘某某
就找到他，谎称电动三轮车被交
警查了，需要他出具购车发票及
相关凭证才能要回。此时，刘某
已不再相信刘某某的谎言，立即
按照民警的指示将其稳住后通知

派出所。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
成功将刘某某抓获。

刘某某落网后，对诈骗刘某
电动三轮车的不法行为供认不
讳。原来，刘某某骗取刘某的电
动三轮车后立即骑到了滕州市旧
货市场，并以 2000 元的价格进
行了出售。当价格谈好后，买主
听说电动三轮车没有发票及相关
凭证后，便表示不想买了。于是
刘某某只好又回到村里找刘某骗
取购车发票及相关凭证，没想到
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目前，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行政拘留。

出狱四天“又进宫”

90后一年内三次盗窃被处理

晚报讯 （特约记者 金亮）
如今很多年轻人热衷于网络游
戏，不少人会向游戏中投入金
钱，以快速升级或获取更高的回
报。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实施
违法犯罪的平台。家住滕州城区
的 90 后女孩孙某有着男孩子一
样的性格，闲暇之余还喜欢玩大
型网络游戏。近日，孙某在家玩
一种名叫“**炫舞”的游戏时，
想给账号充值，于是便加入了一
个代练群。

在群里，孙某将自己的要求
说出来，立刻有人加了她QQ好
友，对方让孙某先把要充值的金
额打到对方的支付宝上，孙某便
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支付宝给
对方转去 50 元钱。对方收到钱
之后，让孙某给QQ号为 33****
93的“客服”联系。

接下来，孙某和该“客服”
取得联系，“客服”要求通过远
程控制孙某的电脑进行充值操
作，孙某同意了，并按对方要求
打开电脑上的QQ浏览器，登录
支付宝。该“客服”说要测试孙
某的QQ账号是否被激活，让她

用支付宝余额付款1元钱，孙某
操作后提示“付款没有成功”。

“客服”建议孙某试试充值大一
点的金额，孙某又试着充值了几
次 200 元、300 元仍没有成功。

“客服”让孙某用扫二维码的方
式进行激活，孙某用手机支付宝
对“客服”发来的二维码进行扫
码后，她的支付宝页面上显示

“付款金额297.73元成功”，孙某
询问怎么回事，“客服”说这只
是个虚拟交易，稍后他们会把钱
给孙某退回来。

此时，孙某意识到事情有些
不对，让“客服”立刻把钱退
回，对方说需要完成所有流程才
可以一次性将钱还给孙某，如果
提前结束，孙某支付的钱就不能
退了。孙某害怕对方不退钱，就
又按其要求，通过支付宝扫码的
方式，6次共向对方支付了7000
余元。操作完后，孙某想让对方
还款给自己，对方却将她从QQ
好友中删除了。直到这时，孙某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于是赶紧
到龙泉派出所报案。

女子爱玩网游
网上充值被骗

为给市民创造安全的出行环境，近日，枣庄交通监察支队会同台儿
庄区联合执法队伍开展治超突击检查，严查超限超载违章行为。

（记者 岳娜 摄）

查超

1月2日，由枣庄市冬泳运动协会主办的2016瑞嘉容园杯冬泳挑战赛在市游泳馆举行，我市60多名冬
泳爱好者参加了比赛，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记者 马高超 摄）

冬泳挑战迎新年

晚报讯（记者 孔浩）近日，
家住新城区的王先生捡到了一个
汽车牌照，他通过发微信联系上
了公安部门，很快便找到了失
主。

当日傍晚，王先生在新城区
龙潭公园附近，捡到了一个汽车
牌照，在原地等了一会儿，见没
人前来寻找，他就把车牌带回了
家。“考虑到车主发现丢了汽车
牌照后焦急的心情，再加上马上
就到元旦了，怕耽误车主用车，
回到家后，我赶紧给车牌拍照，
发到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希
望通过微信找到汽车牌照的主
人。”王先生说。

王先生发出了寻找汽车牌照
主人的微信后，晚上又联系了几
位朋友，让他们帮着转发，以扩
大寻找范围。他的一位朋友在转
发该消息后，就接连收到枣庄

110、民生警务中心民警以及市
公安局官方微博值班民警的信息
回复，表示会尽快帮助查找车主
的信息。110指挥中心的师处长
本来已经下班，得知情况后很是
关注，数次打来电话询问详情，
并让王先生不要着急，他们一定
会尽力帮助去查找。没多久，
110民警便查到了该汽车牌照车
主为薛城区大泉巷的邵先生，电

话联系上邵先生后，邵先生才发
现自己的汽车牌照丢了。

随后，邵先生赶到了王先生
家，拿到了自己丢失的车牌，当
他掏出钱和香烟向王先生表示感
谢时，被王先生谢绝了。

车主大意丢车牌

好心人捡到 微信寻失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