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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特约记者 金亮 通讯员
孔祥学）近日，滕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接
到该市某银行报案称，在营业网点临时
柜台发现有人拿 20斤假五角硬币兑换
整钱。接此线索后，民警立即与该银行
进行协作，对该批兑换的五角硬币进行
专业鉴定，同时对案发现场情况进行调
查。

经调查临柜的工作人员介绍，有一
名男子以家中开批发部积攒的零钱需要
换成整钱为由，要求工作人员对其携带
的一包五角硬币进行兑换。由于工作人
员发现这名男子持有的硬币质量、颜色、
工艺与真币有很大差异，怀疑是假币。
但对方却称，其所持的硬币由于存放时
间较长，再加上家中房子漏雨，使硬币生
锈所致。同时，该男子还扬言如果不给
兑换，便向上级银行投诉。由于现场无
法对此硬币的真伪进行专业鉴定，一方
面银行派出多名工作人员对硬币进行清
点，待清点完毕后通知其到柜台领取整
币，另一方面则联系了民警。

就在民警对此案进行调查时，在另
一个营业网点，该男子再次利用大量疑
似假硬币兑换整钱。民警快速出击，将
这名男子当场抓获。

经审讯，男子陈某是山亭区人，该批

假五角硬币是其从外地一男子手中，以
400元的价格购买了 20斤共计 5000余
枚。当初买下假币后，陈某只在当地农
贸市场上用以买菜和购买零星生活用
品。但由于每次只能花出几元钱，再加
上假币的颜色和真币相差太多，经常被
人发现。为了尽快将这批假硬币出手，
陈某便想到去银行对假币进行批量兑
换，不承想被工作人员识破。

据民警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172条规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
而持有、使用，币量在 400枚以上的，即
可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硬币作为市
场流通的货币，由于其面值较小，群众一
般不注意识别。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硬
币主要以 1角、5角、1元为主，识别硬币
的方法首先是用手摸，真硬币摸上去图
案凹凸感特别强，如果硬币过于光滑则
为假币；其次是用眼看，一般来说，真硬
币有柔和的金属光泽，假硬币颜色发暗、
有明显的锈迹或图案模糊。如果市民收
到疑似假币的硬币，可以到各银行网点
进行鉴定，或者拨打110报警。

1月19日，该银行总行给予回复，证
实陈某所持硬币全部为假币。目前，陈
某已被刑事拘留，此案还在进一步审查
中。

嫌20斤假五角硬币花得太慢

男子背假币到银行兑换栽了

晚报讯 （记者 姚 付
林 摄影报道）1月 19日，王
女士打算在滕州市新兴路
的一家火锅店请同事吃饭，
主要是因为店铺门口的滚
动LED屏幕上显示搞活动，
牛羊肉吃一送一。然而，当
王女士和同事吃完火锅之
后才发现，火锅店里虽然打
着搞活动优惠的招牌，但
是，工作人员告知活动已经
搞完了。“火锅都吃完了，总
不能因为这不给钱吧，感觉
这家店很不诚信，打着搞活
动的幌子招揽客户。”王女
士说。

据介绍，当天中午，王

女士转了几家火锅店，在新
兴路的一家火锅店发现，该
火锅店正在搞活动，于是，
王女士就决定在这家店宴
请同事。同事们高高兴兴
地吃完喝完，但王女士付账
时很是憋屈。“花销超出了
我的预算，于是我就问了吧
台的服务人员，拿出账单一
看，牛羊肉并没有吃一送
一，我当时就很诧异。”王女
士说。

随后，王女士询问工作
人员活动的情况，工作人员
告诉她，牛羊肉吃一送一的
活动已经截止了。“18号截
止，今天是 19号，所以没有

吃一送一的优惠了。”王女
士听到工作人员的解释后
更加的诧异，再看看门口的
LED滚动显示屏幕，上面明
明写着“2016加入会员，牛
羊肉吃一送一”。

“我专门出去又看了看
显示屏上滚动的字幕，的的
确确是牛羊肉吃一送一的，
也没有说明时间限制，而且
既然活动搞完了，为什么还
有吃一送一的信息，这明摆
着是欺骗消费者，虚假宣
传，这种经营的方式我很不
认可，我觉得我的利益受到
了损害。”王女士说。

记者从火锅店工作人
员那里得知，显示屏之所以
还在播放优惠信息，主要是
工作人员的失误。“昨天还
搞着活动，今天电脑上还没
来得及更改，所以造成了误
解。”工作人员说。

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
王女士并没有接受，她说，
她希望通过本报提醒消费
者，千万要警惕商家的一
些虚假宣传的陷阱，保护
好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店家有优惠 结账却变卦

晚报讯（记者 刘一单）俗话说，“过
了腊八就是年”。临近年关，不少不法分
子利用电话进行诈骗的手段也更新升
级，继银行卡、信用卡后，又将目光移向
了医保卡。近日，山亭区孙先生接到一
个自称是上海医保处的电话，对方告诉
孙先生，孙先生的医保卡在外地被盗刷
并涉嫌违法，共计非法消费国家禁用药
品6000多元，必须补上余款否则追究责
任。而且医保卡账户内的余额被他人套
取，为防再次被盗需办理转款手续。

“当时我正和几个老伙计一起晒暖
打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就说
我医保卡出了问题，我一听是医保卡的
事，连牌也不打了，就赶紧回家了。对方
说我的医保卡在外地被盗刷并涉嫌违
法，我的医保卡都是闺女帮我去拿药，从
来没去过外地。我就说不可能，我没去
过上海，但是对方让我向上海嘉定公安
局报案确认。”孙先生透露，之所以相信
了这个诈骗电话，就是电话被转接给了
另一名自称是上海市嘉定公安局民警的
男子。“后一个人说话确实像上海口音，
对方给我一个号码，说是嘉定公安局的
电话，让我自己打 114询问。确认了该
电话号码，我相信了那人是民警。是他
证实了我的医保卡非法消费禁用药品的
事实。”孙先生说。

据悉，在那名自称是上海民警的男
子“证明”了孙先生的医保卡被非法盗刷
禁用药品之后，便把电话转给之前自称
是医保处的男子。那人询问孙先生是否
丢失过身份证或者医保卡。“我一想我确
实前年丢过身份证，他告诉我可能是有
人盗用了我的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
了。”孙先生说，“他说我的医保卡共计非
法消费国家禁用药品6000多元，必须补
上余款否则追究责任。而且医保账户内

的余额被他人套取，为防再次被盗需办
理转款手续。就这样，我上当了，给对方
打过去9000多元。”

据了解，医保卡的诈骗手段多半是
“您的医保卡涉嫌洗黑钱，已被锁定无法
使用，请配合提供个人资料……”“您
在××医院使用医保卡购买了违禁药品，
已被我们查到，现在需说明情况……”由
于医保卡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所以骗子选择“医保卡”诈骗，易骗取
持卡人的信任。加之骗子使用的电话号
码多为多个零开头或回拨无此电话，也
有的甚至将来电电话号码通过技术手段
显示为 110、12333等特殊服务电话号
码，更容易迷惑大众。诈骗过程中，数名
嫌疑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环环相扣，
由于受“高额款项”“警方追查”等因素影
响，受害人过度紧张，很容易被不法分子
利用。

我市社保卡有严格的密钥管理体系
和审批程序，如果是正常缴费使用的医
保卡，是不会被封存个人账户，人社局医
保处也不会通过电话要求市民提供个人
信息和转账等银行卡操作，只要大家安
全保管，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异常
的。市民可到发卡银行营业网点或定点
医院、药店POS机查询医保卡余额。

我市医保处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
民：任何向参保单位、参保人通知社保
卡、医保卡“异常”、“停用”，进而索取个
人信息、金钱的电话，基本可认定为诈骗
行为。请广大参保人员接到这种陌生电
话时，不要盲目听从他人的引导，不要透
露个人信息，以免误入圈套，遭受不必要
的损失。若参保人员对医保卡使用方面
有疑惑，可到就近的医保定点医院、定点
药店刷卡验证，拨打 12333咨询或者到
社会保险服务大厅进行查询。

临近年关骗子盯上医保卡
市民不要透露个人信息，如有疑问可查询

晚报讯 （记者 刘 一
单）相信有不少市民有过这
样的经历，在饭店用餐
后，发现钱包或者手机等
物品忘了拿，回去找，幸
运的是被饭店发现保管起
来，而不幸的是却被人拿
走。1月15日中午，市民陶
先生在市中区振兴南路的
一家餐馆就餐时，放在服
务台上价值 3000多元的苹
果手机不见了。事发后，
陶先生调看了饭馆内的监
控录像，不料是被旁边一
桌就餐的女子“顺走”。

陶先生当天和几个朋
友在振兴路上的某饭店就
餐，饭后结账时顺手就将
自己的手机放在了服务台
桌子上。当时有饭店工作

人员正在为其他用餐结束
的客人算账，陶先生便站
在一旁和朋友闲聊了一会
儿。

等 结 完 账 离 开 饭 店
后，陶先生才发现自己的
手机忘了拿，于是赶紧回
饭店取，这前后也就不到 5
分钟，可回到饭店并没有
找到手机。他询问前台工
作人员，并借来手机拨打
了自己的电话，而此时手
机已关机。

随后，陶先生申请查
看监视服务台的监控录
像。通过录像，他看到手
机确实落在了服务台上，
而顺手牵羊的是邻桌的一
名女子。

“通过监控，我看见是

一对男女在我们之前结
账，男子负责结账，而那
名女子看见我的那部手
机，在服务台上拿饭店名
片的同时顺手将我的手机
拿在了手里。随后就和那
名男子说话，并将手机放
到了那名男子的裤兜里。”
陶先生说。

目前，手机还在追踪
当中。陶先生现在最担心
的就是里面的电话号码和
个人信息。“手机里还存着
不少家人的照片，都特别
珍贵。希望能够尽快找到
那名拿走我手机的女子。”
同时，陶先生也提醒，大
家在外就餐时，一定要保
管好自己的财物。

吃饭结账遗落手机 邻桌女子顺手牵羊

晚报讯（记者 马高超
通讯员 刘阳河 丁军）1月
16日，家住滕州市某小区的
李某接到署名为“班主任”的
手机短信后，第一时间打开
信息链接，致使李某银行卡
信息泄露，被圈走 15000余
元。

1月 16日晚上，李某接
到 手 机 号 为 + 861708 ×××
4402发来的一条短信：“李
某家长您好，这是您孩子这
个学期德，智，体，全面情况
dwz.hk/chjr（班主任）。”接到
短信后，李某立即点击了链
接，但是很长时间链接没有
打开，李某随即退出。1月
17日下午，李某下班时接到
一条银行的短信，提示李某
银行卡内的钱已消费。李某
立即给银行打电话挂失，并

拨打 110报警。民警仔细查
验了李某的手机，发现李某
自从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
他的手机在一个多小时后自
动将手机的版本、手机型号、
手机串码等信息转发到了
130580×××25的号码上，李
某的手机并在17日1点左右
收到开通了和包账户的短
信，并在 17日下午 5点时 20
分，收到易付宝、苏宁易购、
百度、乐视网、淘宝网、支付
宝等发来的短信，并自动转
发到 130580 ××× 25 的号码
上，手机短信同时提示李某
的银行卡在上述的网站内消
费，共计15000余元。

类似李某被骗的案件，
违法犯罪嫌疑人多是冒充学
校老师给学生家长发送短
信，要求家长通过短信上的

链接下载学生的学期表现，
家长一旦点击该短信中的虚
假网址，手机就会自动下载
病毒插件，造成手机内所有
信息泄露，并危及资金账户
安全。

对此，警方提醒广大市
民，不要轻信陌生电话、短信
中所谓的“班主任”、“教育部
门”，特别是不要轻易登陆不
明网址及链接，更不要随意
下载、运行来历不明的软件，
以防违法犯罪嫌疑人通过木
马软件对手机、电脑进行远
程控制，造成信息泄露、资金
损失。市民在遇到此类信息
时，一定要保持镇定，应及时
与学校老师取得联系，确认
信息的真伪，以免上当受骗。

“班主任”发信息骗走家长1.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