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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写卡上
被闺蜜盗刷6000元

最信任的朋友，往往可能也是伤你
最深的人，这也是城口李女士最近的遭
遇。她的银行卡被盗刷6000元，下手的
竟是无话不谈的闺蜜。

近日，城口县公安局高观派出所接
到李女士报警称，最近她查账发现银行
卡被人盗刷，盗刷金额达6000元。

经民警询问得知，为方便记忆，李
女士将银行卡密码标记在银行卡背
面，且未开通手机短信提示业务。近
段时间，她两次存取款时，发现银行卡
的余额似乎有问题，以为是自己记错
了，随后便更换了银行卡，并开通手机
短信通知业务。

当李女士银行卡内部分存款再次被
人取走时，手机短信便出现提示取款信
息。“我以为碰到电信诈骗了！”收到短信
时，李女士蒙了，自己没有任何操作，也
没有骗子打电话联系过，卡里的钱是如
何被取走的呢？于是，她拨打电话报警
求助。

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工作，根据李女
士提供的信息在银行打印出交易流水，
发现自今年8月份起，李女士涉事银行
卡内的钱分三次被人取走，被盗刷金额
达6000元。警方到相关ATM机调取
取款信息，发现三次取款录像中出现的
是同一名女子。

李女士一看录像，让她惊讶的是，取
款人竟是自己的好姐妹周某某。

在确定嫌疑人为周某某后，警方
将其抓获。经讯问，她在与李女士的
接触中，偶然听其提及银行卡相关信

息，由于手头拮据，便萌生盗刷好友银
行卡想法。

据嫌疑人交代，自今年8月以来，利
用与受害人李女士的好朋友关系，趁其
不注意偷拿其银行卡分三次在ATM机
上取款6000元据为己有。

目前，周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
安机关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无论关系如何要好，都要注意保护
好个人的银行卡、支付宝等各类交易平
台密码，切忌外泄，以免造成个人财产
损失。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取款录像中出现的女子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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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内洗澡
室友“摸走”3000现金

如今不少公司会为员工提供住
宿，但多人同住的员工宿舍环境相对
比较复杂。近日，渝中区公安分局大
阳沟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盗窃案件，
犯罪嫌疑人竟趁室友洗澡之际，盗窃
室友财物。

据渝中警方介绍，11 月 19 日下
午，赵先生报警称，自己在宿舍洗澡
时，放在衣服兜里的3000多元现金不
翼而飞。

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发现，被盗现
场门窗完好，无撬痕，无第三人入
室。细心的民警还发现，嫌疑人能清
楚地知道赵先生身上携带大量现金，
并了解其放置位置，判断大概率是熟
人作案。

民警随即对宿舍内员工逐一询问，
同时查看宿舍外围监控视频后发现，在
报警人赵先生洗澡期间，相比其他离开
宿舍的人员，其室友王某离开时神色慌
张，脚步十分急促，且其中一只手紧紧捂
住裤兜。于是民警找到王某询问，询问
过程中王某眼神躲闪、词不达意，更加坐
实了民警的猜测。

近日，在收齐王某涉嫌盗窃的相关
证据后，民警再次对王某展开询问，经过
民警反复沟通教育后，王某终于交代了
自己盗窃的犯罪事实。

原来，在王某实施盗窃的前一晚，赵
先生因办理私事需要现金，找到王某帮
忙兑换了2000元，兑换后便当着王某的
面将现金顺手放在身上衣服口袋中。第
二天，王某看见赵先生起床洗澡时将随
身衣物放在了外面，一时起贪念，想着再

把自己前一晚换出去的2000元现金给
偷回来，于是趁赵先生洗澡时，把其口袋
中的3300余元现金盗走。

目前，嫌疑人王某已被警方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赵先生被盗财物已全
部追回，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无”。当前，“合租”已是普遍现象，日
常生活中，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妥善保
管自己的贵重物品，对待室友尤其是陌
生室友要多加戒备，注意保护好个人财
产，以免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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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使用“ToDesk”会议
软件控制的截图 警方供图

“某仔派对”是目前一款在青少年群
体中风靡的游戏，骗子也抓住了这款游
戏的吸引力，“量身定制”了系列骗局。

近日，记者从綦江警方获悉，今年
辖区共发生虚假游戏装备类诈骗案11
起，累计金额11.98万元。其中因“某
仔派对”游戏被诈骗的案件3起，被骗
金额共计4.1万元。

12月3日，綦江区通惠街道的小
丽在玩“某仔派对”游戏时，通过游戏
聊天页面发送售卖自己游戏账号的
信息，同时附上QQ账号。之后一陌
生QQ添加其好友，商议以500元价
格购买小丽的游戏账号。随后对方
以找中介交易为由，推荐其添加另一
中介QQ号。中介让小丽发送收款码
后，称不能直接支付，需要认证才能
转账，随即指导其使用家人手机查看
银行卡资产和信息，告诉小丽会收到
认证验证码，让其把验证码告知对方
就可以认证成功。小丽将验证码告
诉对方后，却收到银行卡扣款的短
信，才发现被骗，损失9900元。

10 月 22 日，綦江通惠街道的小
炎，用其家长的手机玩“某仔派对”游
戏，一个陌生人加其好友，称可以低价
出售蛋仔派对游戏皮肤。随后对方让
小炎下载“ToDesk”的会议软件，开启
投屏功能，并询问小炎银行卡号、密码、
验证码，说用于扣款，小炎一一告知对
方。小炎登录游戏后发现没有得到皮
肤，卡里的钱也被转走，才意识到遭遇
诈骗，损失7308元。

8月25日，綦江古南街道的小鱼，
在某视频APP上刷到一个免费领取

“某仔派对”游戏皮肤的视频，于是小鱼
扫码进入群聊并添加对方好友。随后
对方发来二维码，让小鱼扫码截图。小

鱼扫码后显示系统检测到其恶意盗刷
游戏皮肤，构成盗窃要抓其坐牢。小鱼
被吓到，赶紧添加对方推荐的客服解
决。客服指导小鱼骗其母亲的手机“查
资料”，对方通过视频通话，先后9次进
行转账验证，被诈骗23816元。

家长要格外关注孩子平时的上网
情况，引导教育孩子不要轻信网络上陌
生人的花言巧语，不轻易扫陌生二维
码。请家长保管好手机，银行卡号、密
码，谨慎开通免密支付、快捷支付等功
能，切不可为了一时的方便而忽略安全
隐患。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艳

近日，在“昆仑2023”专项行动中，
城口警方在市公安局打假总队的指导
下，成功破获一起跨省生产、销售假药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捣毁产储一体
的窝点1个、现场查扣假药“秘方风湿王
胶囊”2万余粒，涉案金额20余万元。

今年 8 月，民警在开展“一标三
实”入户走访与群众拉家常时发现，
辖区一村民李某正在服用一味名叫

“秘方风湿王胶囊”的药品，民警见
其包装简陋，也无生产批号等标识，
便询问其出处。

通过询问得知，该药品是李某在同
村张某的介绍下购得，李某表示这款胶
囊可治疗风湿、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且
价格实惠。李某常年受病痛折磨，又听
张某说很多人服用此药后疗效显著，并
且他自己也在服用，于是便立即购买了
5瓶并开始服用。民警听后敏锐地觉
察到药品存在问题，随即带走部分药物
样品进行专业送检。经专业机构对提
取的药丸进行检测认定，该药丸含有激
素类药物以及镇痛类药物醋酸泼尼松、
吡咯昔康。

经办案民警深挖线索发现，今年8
月以来，以郑某某为首的制假售假犯罪
团伙，在简易黑作坊里，将激素、镇痛等
药物混合制成胶囊，再披上简易包装后
宣称是可治疗风湿、关节炎的“神药”，
重点针对重庆、四川、新疆等农村地区
老年群体，先以发名片、加微信、免费试
用等方式进行推广，再利用物流快递进
行销售。

11月下旬，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
和后期缜密的侦查，在全面掌握该团伙
组织框架、固定犯罪证据、锁定嫌疑人
后，市公安局打假总队组织青年民警会

同城口警方专案组，远赴山东开展集中
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查获
成品假药“秘方风湿王胶囊”1000余
瓶，涉案金额20余万元。

目前，城口警方已对涉案人员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专案民警介绍，该犯罪团伙未办理
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本案中涉及的
药丸也未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相关批准
证明文件。且这些药丸因含大量激素、
镇痛药物成分，虽能暂缓病痛，给患者
制造“药到病除”的假象，但实际上没有
任何疗效，反而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导致病情加重。城口警方在此提醒大
家，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药品，并保留
好购药凭证，如买到假药请及时向公安
机关、药监部门举报。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孩子玩游戏
当心“量身定制”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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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到病除？
“神药”其实是假药

民警查获的假药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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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王某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