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旬农村老人遇“黄昏恋”，甜言
蜜语背后是无休止的“索要”，相处一
年多被“索要”微信转账竟达511次26
万余元。一审判决无罪。到底是“婚
恋赠与”，还是“婚恋诈骗”？成为案件
争议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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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临近年底，诈骗团伙也在疯

狂冲业绩。近日，杭州有多位网

友称，收到有关电信诈骗的短信

提醒。

其中一则短信显示，2023 年

1 月 14 日，西溪派出所接到一名

70 岁女士的报警电话，称自己于

2023 年 10 月 15 日在家中接到一

通电话，对方强调自己是浙江网

信部门工作人员，因卢某英涉嫌

泄露他人隐私，要求她自行联系

北京公安，并提供了一则电话号

码。该女士表示说，自己于当天

拨打嫌疑人提供的电话号码，并

根据电话那头指示，添加了对方

的微信好友，随后便被拉入一微

信群聊。期间，对方先让卢某英

去购买了一部新手机，并在新手

机上下载一款名为“Quicksport”
的软件并注册登录，后在对方指

引下，这位女士通过刷脸操作，

向对方提供的 16 个银行账户转

账了 16 笔钱款，共计损失 1623
万元。

据了解，上述短信中提到的

诈骗例子，并不是警方发布的。

但这种手法也并不新鲜，本质属

于冒充公检法诈骗。

诈骗分子会通过非法手段

获取身份证号码、住址、电话等

个人信息，拨打电话广泛撒网，

先自称 XX 公安局、检察院的身

份，以严肃正义的语气，强调事

情的严重性，要求受害人立即配

合调查。为增加骗局“真实感”，

骗子还会要求添加“民警”QQ 或

微信，随后一步步要求受害人接

受资金审查监管，以“自证清白”

或帮助洗脱罪名为由，诱导受害

人将名下所有资金，转入所谓的

“安全账户”。

警方提醒：老年人被骗的背

后，往往因为没有及时和家人沟

通或者没有及时掌握信息引起

警觉相关。“公检法”绝不会通过

电话、微信、网络等形式进行案

件办理，更没有“安全账户”。同

时，个人的银行账户密码、短信

验证码是个人账户资金安全的

最后一道防线，切勿告诉他人，

更不要轻信网上所发的通缉令、

逮捕证、传票等。

据钱塘公安

自称警察电话办案？
杭州七旬女士
被骗1623万元

七旬老伯家里
来了个“贴心人”

家住粤西高州石板镇某村

的钟伯年逾七旬，是一位忠厚老

实、待人热情的果农。在他几十

年的悉心操持下，一家人的日子

过得殷实。但随着子女们长大，

先后外出工作，家里只剩下钟伯

和生病的老伴，带着一个小孙

子。

2019 年 7 月，村里来了一帮

邻市的施工队修水渠。施工期

间，钟伯好心把厨房借给施工队

使用。施工队里负责做饭的女

工李某，50 多岁，精明能干、能说

会道，很快与钟伯聊开了，并把

钟伯家里的情况问了个遍。

不久，钟伯的老伴去世了，

只剩下钟伯带着小孙子。李某

对钟伯嘘寒问暖、体贴入微，还

有意向钟伯表露心声，称自己的

丈夫多年不回家，自己想离婚另

找 一 个 像 钟 伯 这 样 顾 家 的 男

人。钟伯则因刚失去老伴，心里

孤单，也正想找个伴安度晚年。

两人一来二往的，便偷偷确立了

“恋人”关系。

2019 年 12 月，水渠工程完

工后，两人便主要通过手机微信

保持联系。钟伯一心期待李某

尽快办理离婚，好跟自己一起过

日子。

因自己比对方大了 10 多

岁，钟伯对这段“黄昏恋”十分

珍惜。李某则称自己与丈夫没

有登记结婚过，随时可以跟钟

伯结婚，只是自己身患子宫瘤，

不方便马上结婚，需要治好病

后才能结婚。李某还向钟伯承

诺“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随后的日子里，李某以住

院做切除子宫瘤手术为名多次

向钟伯要钱，钟伯都毫不犹豫

地通过微信转给李某。然而，

李某的“子宫瘤”却一直不见

好，经常“复发”，需要不断的

“住院”“手术”，并不断向钟伯

索要“住院费”“手术费”“医药

费”“营养费”等等。奇怪的是，

钟伯提出要到医院看望李某，

李某却说医院很远，怕钟伯找

不到，不让去。让李某提供住

院单据，李某也无法提供。结

婚的事则一拖再拖。

此时的钟伯才开始醒悟，

四处打听李某的情况，才了解

到 李 某 根 本 没 去 住 院“ 做 手

术”，而是在家里忙着盖新楼

房，她与丈夫的关系也一直不

错。至此，钟伯才意识到自己

被骗。

经计算，从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间，钟伯通过微信

向 李 某 转 账 511 次 ，共 计

266890 元。期间，几乎每天都

有向李某微信转账的记录，多

时每天 4、5 次，转账金额少则

50、100元，多则几千、上万元。

甜言蜜语背后是无休止的“索要”

2021 年 9 月，李某被依法

抓获归案。然而，在庭审中，李

某却推翻了之前的说法，称自

己跟钟伯是恋人，因自己与丈

夫没有登记结婚，具备与钟伯

结婚的现实能力与条件，当时

确实想跟钟伯结婚，谈婚论嫁

是真实的愿望，钟伯转账的钱

是恋人间的赠与，不是诈骗。

李某的辩护律师也提出案

件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李某实

施了诈骗行为，应该通过民事

诉讼来解决相关纠纷。

最终，一审法院采纳了辩

护意见，认为证实李某主观上

具有通过婚姻许诺骗取他人财

物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构

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的证据

不足，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不成

立。

2022年5月6日，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李某无罪。

收到判决书后，钟伯不服，

第一时间请求检察机关抗诉。

2022 年 5 月 12 日，高州市检察

院依法提出抗诉。

经过不懈努力，茂名市检

察院通过深挖细查微信交易明

细，证实李某压根就没有住过

院、动过手术，钟伯转来的钱款

用于日常买药治病的仅有 630
元，其他钱款均用于建房装修

和日常开销了。此外，相关证

据还证实李某先后有多次婚

史，存在“脚踏几只船”以婚恋

为名骗取多人钱财的行为。

最终，二审法院采纳了检

察机关抗诉意见，认定李某的

行为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额

巨大，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

李某有期徒刑 4 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 50000 元，责令李某向

钟伯退赔人民币266890元。

据《广州日报》

“我们是恋人”？二审终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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