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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双阳分局治安
大队破获一起跨省系列街头诈骗案件，
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带破诈骗案件100
余起，涉案金额10万余元。

今年6月，双阳分局治安大队在开
展日常检查过程中，在某废品收购点发
现一个“银盆”。经询问，民警得知，该物
品是老板从附近居民张某手中回收的。
老板反映回收时，张某说“银盆”是其在
早市上以1800元人民币购买的，开始以
为是古董，后来才发现被骗，就当废品卖
了。大队长沈祥权察觉到此事有蹊跷，
为查明事实，民警立即找到张某。经详
细了解，民警掌握了基本情况。6月10
日，受害人张某到双阳区某早市买菜，刚
到市场，旁边六七个人围拢的小摊点引
起了他的注意，一个30岁左右，身体略
瘦的男子在贩卖“银盆”。摊主称，因家
人患有重病需要钱救命，不得已将祖传
的“银盆”卖掉交医疗费。

刚开始，张某并没有心动。随着围
观群众越来越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这个银盆看起来有点年头，买到手肯
定能赚钱；这个银盆太精致了，一看就
是老物件”。听到这些话，张某内心逐
渐动摇，“万一真是个宝贝，我岂不是能
发大财”。“1800元卖不卖，我身上就这

些钱。”张某迅速上前问道。听到这句
话，摊主勉强地说道：“大哥，你可是捡
了大便宜，要不是急用钱，我才不卖
呢”。就这样，张某稀里糊涂的便将“银
盆”买了下来。到家后，冷静下来的张
某越想越不对，经过仔细检查，发现银
盆是个假货。如梦初醒的张某意识到
被骗，慌忙跑到市场寻找卖家，结果早
已不见人影。

了解情况后，治安大队民警立即展
开调查工作。经过鉴定，这个所谓的祖
传银盆，是人工合成的银包瓷，根本不
值钱。侦查的过程中，民警相继接到多

起类似警情。该案绝非个案，应为团伙
所为。根据已有线索，民警迅速围绕

“信息流”进行综合研判，通过数据分
析、摸排走访，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李
某。同时发现，李某伙同他人经常分分
合合出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辽宁省沈
阳市、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等多地
流窜作案。

收集证据后，民警迅速展开收网工
作。兵分多路，在哈尔滨市、长春市等地
将李某在内的5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对自己利用工
艺品“银盆”“乌龟”诈骗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同时交代，所谓的“古董”都是
以80元、120元等价格在网上购买的工
艺品。工艺品到货后，涂上银粉，经过
做旧处理伪装成“年代久远”的古董。
贩卖时每人职责分工不同，分别扮成

“围观群众”“托儿”等角色引诱受害人
上钩。2019 年以来，团伙成员以此为
生，在黑、吉、辽三省多市作案 100 余
起，涉案金额10万余元。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双阳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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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吉林市船营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
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本次检查，重点针对各单位使用的消防水带、
消防软管卷盘、手提式灭火器等消防产品进行
抽查。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大队监督
执法人员严格按照“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原
则，逐一进行了登记，并依法实施处罚和监督
整改，并要求各单位负责人要到正规消防产品
经销点购买和使用合格的消防产品，确保消防
产品能在关键时刻起应有的作用。通过此次
消防产品专项检查及宣传活动，让广大群众和
各单位对市场上所销售的以及正在使用的消
防产品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净化了消防产
品市场。 /曹文亮

吉林市船营消防救援大队
积极开展消防产品检查工作

吉林市船营消防救援大队
培训进商场 防火知识入人心

近日，吉林市船营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
商场开展消防知识培训。 上午，大队监督员来
到辖区北齐广场。培训中，大队防火监督员首
先结合近期火灾事故典型案例，认真分析了当
前的消防安全形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火灾
的危险性和防火对策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
解，重点讲解了如何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工作、
火灾初期阶段的扑救方法、消防器材如何操作
使用等消防安全知识。通过此次培训，有效增
强工作人员对消防工作的认识，也提高了消防
安全意识和能力。同时增强工作人员的消防
法制观念和消防安全常识，大家纷纷表示，将
努力把学到的消防安全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
工作中去，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曹文亮

长春警方破获跨省系列街头诈骗案件

小心街头“银盆”“乌龟”骗局
网上买工艺品做旧 分工成“托儿”“围观群众”流窜东北三省作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