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是一名男性，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姑娘，她热情开
朗，同你有说不完的话；不仅如此，她还主动约你出来见面，到餐厅
吃饭喝酒，你会不会心动？但请擦亮眼睛，因为你可能遇到了“酒

托”骗局！
近日，重庆江北警方破获了一起“酒托”诈骗案，抓获嫌疑人10名，涉案

金额超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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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奔现”被骗
今年2月，江北区公安分局观音桥派出所接到报警，报警人徐先生称自己

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名女子芳芳（化名），两人相谈甚欢，芳芳很快要求“奔
现”，两人相约在观音桥步行街见面。

见面后，芳芳称要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就把徐先生带到附近一家音乐餐
吧。在这家不起眼的音乐餐吧，芳芳先后分6次点了8瓶红酒，共计花费
11228元，徐先生内心深感物价高，但碍于面子，硬着头皮付款。回家后，徐
先生发现芳芳将其微信拉黑，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接到报警后，观音桥派出所通过走访侦查了解发现类似情况最近时有
发生，且受害人的经历大致相同，于是推测背后可能存在着一个富有经验的

“酒托”犯罪团伙。

捣毁“酒托”团伙
江北警方抽调多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专案组，开展联合追溯调查。经过

近3个月的调查，一个由老板、键盘手、传号手、酒托女、服务员等角色组
成，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链条完整的犯罪团伙渐渐浮出水面。

最初，“键盘手”在交友软件上伪装成各种角色的女性，添加附近的男
性聊天，等获得对方好感后邀约线下见面。受害人“上钩”后，“键盘手”将
聊天的相关信息发给“传号手”，“传号手”又将信息同步给年轻漂亮的女
酒托，确保不会在谈话中说漏嘴。

之后，女酒托通过先点小吃和饮料试探受害人的消费能力，再给受害
人营造一种“双方能进一步发展”的氛围，继续诱导对方消费高价酒水。

民警通过调取店内酒水进货单，发现标价398元至1498元的红酒进
价很低，价格在10元左右，上百元的鸡尾酒也是由劣质红酒加雪碧随意
勾兑而成。而且该音乐餐吧只为“酒托”骗局开设，普通人进入会被阻
止。待受害人消费成功后，整个团伙对诈骗所得金额进行分赃。如果受
害人对高价酒水有异议想要报警，店家则会马上退钱，息事宁人。

最终，办案民警一举捣毁了这个“酒托”犯罪团伙，并现场查获数
十箱酒品。截止到7月，民警共抓获包含老板在内的10名犯罪嫌疑
人，涉案的两家餐厅已停止营业。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提醒＞
1.在交友软件中，若聊天

过程中对方以各种方式套取
你的姓名、职业等个人身份信
息时，务必提高警惕。

2.遇到陌生异性主动约
请，若对方提出到指定地点
消费，价格虚高时，务必谨慎
辨别，可选择不消费离开，切
勿碍于面子。

3.如果“酒托”和服务员
施压让你买单，离开后立即
拨打110报警，并保存好相
关聊天内容与消费记录
等，为警方调查提供相关
依据。 据上游新闻

“本来想赚中间差价，结果被
骗子套住了！”近日，家住重庆高新
区金凤镇的申女士急匆匆来到金凤
派出所报警，称自己被骗60万元。

申女士经营着一家小超市。前
不久，有陌生人在微信上加她为好
友，对方自称是某知名公司员工，说
公司正在搞一个内部优惠券的回购
活动，只要在网上充值，抢购到这些优
惠券，立马卖回给公司，那么就能赚取
中间商差价。因为自己是内部员工不
能抢购，希望申女士帮忙操作。

随后，对方给申女士发来了一个
网址，并通过微信把自己的账户和密
码发给申女士，声称这个账号里面已
经充值10万元。申女士登录后，看到
账户余额果然显示10万元。

按照对方的指示，申女士为对方
抢购了10万元的优惠券，过了一会儿，
账户里的余额就多了7000元，对方在
微信上说让申女士可以自己也抢购一
些，并详细地向申女士讲解了活动内
容。申女士信以为真，立即注册了账
号，开始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

申女士向民警讲解说，这个购买优
惠券的活动一共分为六个档次，分别是
100 元、1000 元、5000 元、10000 元、
100000元，每天只开放两场，但每场不会
限购，返利都是7%。几天时间，申女士一
共充值11次，共计28万元。平台显示申

女士账户上的盈利也翻了好几倍。
近日，申女士按照流程进行提现时，

钱却一直没有到账，申女士便询问网站客
服，客服人员告诉她需要充值30万元把
自己的账户升级为商家账户，才可以提
现，随后申女士通过客服发来的二维码，
多次扫码支付了30万元。

转账后，申女士再次提现时又出现状
况，客服告诉申女士需要银行审核，大概
需要 7- 10 个工作日，并且需要缴纳
33000元押金，申女士又按照客服提供的
收款码分两次支付了押金。交纳押金后，
客服称会帮申女士催促财务，将提现审核
的时间缩短至7个工作日。7日后申女士
想要打开网站查看时，发现网站无法登
录。这时，申女士才幡然醒悟。

据统计，申女士一共向对方转款60
万元，而据该公司官方客服介绍，公司从
来没有搞过这样的优惠券回购活动，对方
提供的网址也不是他们公司的官方网
址。申女士说，这60万是她多年的积蓄，
其中一部分还是借的，如今全没了。

警方提醒＞
这些骗局套路，最终目的就是让受害

人向对方账户充值，只要对方目的达成，
赚钱也好，盈利也罢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
无回，天上不会掉馅饼，你想要对方给的
利润，对方早就瞄准了你的本金。

据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男女恋爱期间，一方写下巨额欠条以
证明真心，这“借款”到底算不算借款？闹掰
了要不要还？近日，江津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这样一起纠纷案。

施先生是一名已婚中年男士，在某相亲
平台隐瞒其已婚事实，与陈女士在该平台相
识并发展成恋人关系。据陈女士陈述，去年4
月中旬，她急需1万元向施先生借钱。在写欠
条时，施先生可能害怕陈女士发现其已婚而离
开他，便提出让陈女士将欠条金额写成10万
元，表示这样才能证明陈女士对他是真心。

出于对这段感情的重视，也希望以后能和
施先生长久相处，陈女士听从施先生的要求在
欠条上将借款金额“壹万元整”划掉，改为“拾
万元整”，并写明“如以后分手，将如数归还”。
借条出具的当日，施先生向陈女士转款1万元。

据转账记录显示，两人恋爱期间，施先生多
次给陈女士转款11.8万元。而后，陈女士无意
间得知施先生是已婚人士，要求分手。

今年2月，施先生及其妻子周女士拿着10
万元借条，将陈女士起诉至江津法院，要求其归
还欠款11.8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施先生刻意隐瞒其已婚身份
在交友网站与陈女士相识、恋爱、同居，其向陈女
士转款的次数、金额，不符合民间借贷的通常交易
方式。同时，其间陈女士也曾向施先生转款，并为
其购买药品、衣服等，足以认定款项为二人“恋爱、
同居”期间的往返机票、日常生活开支及部分赠予。

结合双方转款金额、借条涂改痕迹以及双方陈
述，法院综合认定双方借款为1万元，判决陈女士返
还施先生、周某某借款1万元及逾期利息。

对于施先生刻意隐瞒已婚事实与陈女士相识
并保持男女朋友关系，法官表示，施先生的行为不仅

违反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也欺骗了陈女
士的感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亦有悖于
公序良俗，对其妻子周某某及陈女士均造
成伤害，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施先生的
不道德行为造成的家庭共同财产损失，施
先生的妻子周某某可就赠予部分另行主
张权利。

法官说法＞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双

方是否为借贷关系时，一是要审查是否有
借贷合意，即书面或口头等形式表现出的
民间借贷合同，证明双方就借贷事项达成
一致；二是要审查是否有款项实际交付的
事实。这两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
可。法官提醒，情侣之间如不存在确切的
借贷关系，最好不要随便以出具借条等形
式表达情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据上游新闻

网上没聊几天就见面

她点8瓶红酒花11228元
这些红酒进价仅10元
江北警方捣毁“酒托”团伙，涉案金额超100万元

抢购公司“优惠券”
重庆女子被骗60万元

写下10万元“忠诚借条”
重庆女子差点悲剧了……

涉事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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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按施先生要求写的借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