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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徐驰 见习记者
季晟祯）近日，马先生通过“易到”打
车软件叫车，打车 !公里竟花了 "#

万余元，系统还显示车已经开了 $

年。对此，“易到”客服解释称可能因
系统异常所致。

%月 &#日上午，马先生用打车
软件打车上班，出租车很快就到了

楼下。车开到一半时，一条手机短信
着实令马先生吓了一跳：账户余额
不足，需要付款。可马先生说，他的
账户里早已预付几百元钱，应该是
够的，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短信
显示的“欠款”竟有 &#万余元。

他立即打开打车软件查看，客
户端显示，马先生的用车时间为

&'()年 *+月 !日，行驶 !公里。也
就是说，这一趟车，足足开了近 $年
时间。
焦急的马先生立即将这一情况

告诉司机，司机发现，自己的“易到”
打车软件司机客户端中也有相同情
况，随即联系客服人员。
当天下午，马先生的这次乘车

服务被“易到”方面取消，但账户内
原有的 ,''多元已被划掉，账户也
不能正常使用。

对于马先生的遭遇，“易到”客
服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系统异常
造成，“可能由于一些操作干扰信
息，导致技术错误”，且称这样的情
况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易到”方
面表示，会将此事向公司相关部门
反映，并尽快协调解决，尽早恢复马
先生的账号。
截至记者发稿时，“易到”称已

将相关款项退还马先生。

!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潘高峰）数
百部手机铺满 *%张桌面，画面让人
震撼。很难想象，这些竟然都是上海
警方从一个盗窃、收销赃团伙手中
缴获的赃物。今天上午，轨交警方将
其中 ",'余部已经确认失主身份的
手机集中发还被害人。

-月上旬，上海市公安局轨交
总队在梳理轨交 *、)号线铁路上海
站区域的盗窃案时发现一个专门在
轨交行窃的团伙。轨交警方迅速成
立专案组开展侦查，一个“扒窃、收
赃、销赃”一条龙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该团伙盗得的手机等赃物，每天上午
*'时许由固定收赃人马某在铁路
上海站地区取走，并于下午 )时许
转手卖给销赃商铺店主吴某等人。

经过多日便衣守候伏击，- 月
"*日下午，专案组在轨交铁路上海
站站和附近通讯城商铺同时收网，
抓获扒窃犯罪嫌疑人 *)人，查获手
机等赃物 .&#部，涉案金额达人民
币 -++余万元。目前，*.名涉案人
员均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经过专案组连续 &个月的登记

核查，目前已梳理确认失主信息的手
机有 &,+余部。今天上午，轨交警方
举行被窃财物集中发还仪式，并将继
续查证剩余涉案手机的相关信息。
“手机被偷 &个多月，根本没想

到还能找回来，真像做梦一样。”失
主吴女士上午从轨交民警手中拿回
被盗手机时十分激动，她告诉记者，
幸好当时报了案，还是有用的。另一

名失主于先生的手机刚买就进了小
偷腰包，拿着簇新的苹果手机包装
盒和发票，换回丢失近半年的手机，
他一再向民警表示感谢。
另据警方介绍，今年 *月至 %月

中旬，全市“两抢”案件报警数同比
下降 *,/.0，降幅明显；入室盗窃案
件报警数同比下降 "/,0，其中入民
宅盗窃案件报警数同比下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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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通讯员 罗水元 记
者 张欣平）当“猜猜我是谁”骗局
在市民防骗意识增长而渐失“市
场”后，一种“我换号了”的诈骗术
“粉墨登场”。昨天，上海反电信网
络诈骗中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
醒，骗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钱，为
防意外，市民在接到“我换号了”
的电话求助而欲打款前，一定要
先打电话确认求助者身份。

所谓“我换号了”骗术，就是
骗子非法获取一些通讯录后，直
呼名字发送这样的短信：“我是
:::，本人今起启用此新号码，原
号码已经停止使用，敬请惠存，收
到请回复，谢谢！”
收到此短信的人，面对直呼

名字的“我换号了”短信，往往信
以为真，随后会存上这个新号码，
或直接用这个新号码代替原来通
讯录里的朋友老号码。“惠存”之
余，有的人甚至还会为朋友换新
号码后没有忘记自己而心存些许
感动。

也许是注意到这个心理，骗
子在群发“我换号了”短信后，又
会再次发送短信。这时的短信，有
的以自己遇到急病等麻烦事而
“不得已”提出“借款”要求；有的
则借公司老板身份，以公司业务
发展需要为由，要求收到短信的
员工将钱款划到指定账户。收到
短信者如果打款，对方甚至还会
发送“款已收到”的截屏图，以致
其打款后仍浑然不觉。
上海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

醒，不论“猜猜我是谁”还是“换号
码了”骗术，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
让受骗者汇款，因此，接到“换号
码了”的朋友求助后，一定要在汇
款前拨打对方电话，通过声音仔
细确认对方是否真是“换号码了”
的亲戚或朋友。

! ! !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季晟祯）
昨天凌晨，市民吕小姐遇到一件
令人“心塞”的事：她从虹桥机场
搭乘出租车回家，到达目的地后，
还没取下行李，司机就开车扬长
而去。事后，根据出租车公司记录
查询，吕小姐遇到的是一辆克隆
出租车。
据了解，吕小姐昨天凌晨搭

乘航班抵达虹桥机场，随后去机
场指定地点排队候车，坐上一辆
悬挂海博出租公司顶灯的出租
车，行李被放在后备箱内。抵达目
的地后，吕小姐下车准备去后备
箱取行李时，这辆出租车却径直
开走。根据出租车司机留下的发
票，吕小姐立即拨打海博公司的
监督服务电话，让她惊讶的是，经
海博公司初步查询，吕小姐乘坐
的这辆车竟是套牌车。根据公司
;<= 车载定位显示，牌号沪
>?*)#*的海博出租车在昨天事
发时段并未到过虹桥机场和吕小
姐住所附近。
目前，吕小姐已向警方报案，

相关情况尚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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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换号了”
新骗术登场

打的遇克隆车
行李不知去向

打车7公里耗时3年花28万余元？
!易到"客服#可能系统异常所致

! ! ! !本报讯（记者 徐驰）本报 %月
*日社会新闻版曾刊登《颐和华城
小区自来水飘油漆味》一文。近日有
消息传来：自来水中的油漆异味已
基本散去，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涉及
油漆类的苯、烯等指标均合格，物业
公司致歉并承诺将更规范施工、加
强服务。

颐和华城小区的水泵房在例行
管道油漆保养后，居民家中自来水
有油漆异味，曾困扰业主近一个月。
近日，记者在普陀区卫生监督所出
具的报告中看到，水样本中所涉及
的苯、苯乙烯、甲苯总量等均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这一结果令居民们终
于松了一口气。居民柯小姐告诉记
者，在接连数日的反复清洗和放水
后，如今油漆味已基本消散。
此外，管理小区的上海馨城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近日在每户楼道下

张贴了致歉信。物业方面解释称，蓄
水池隔离墙下方通风口未有效封
堵、施工时通风设备未及时打开、泵
房处于地下空间、施工期间正值低
气压天气空气流通较差等原因综合
作用，导致自来水中产生异味，对
此，物业公司深表歉意。
物业公司同时表示，将在今后

的保养工作中多加注意，并承诺每
户补贴 -吨水费，报销每户更换一
次自来水滤芯的费用。

小区油漆味散去
水质经检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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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只要来听讲座，就免费送锅；一
天接到数个卖药电话，送来的却是
普通维生素片；微信上看到宣传的
“花好稻好”的商品因“开业促销”免
费送，仅需“自理邮费”……近日，多
名市民向本报反映，线上线下一个
个“免费送”陷阱令人上当。

送锅子"连环套$

蒋女士的女儿魏小姐告诉记
者，母亲陷入“免费送锅”的“圈套”
中不能自拔。“总共加起来四五十元
的东西，前前后后却收了我妈妈
,+++多元。”
记者采访了蒋女士。“这可是纯

金的，只要 &+++多元。”老人从一只
塑料袋中拿出一根按摩棒，嘴上连
称“摊”上“便宜货”。记者在购物网
站中键入关键词，发现同类按摩棒
只要几十元。
魏小姐说，母亲收下免费锅后

被拉去听了多场“讲座”，现场所谓
的“老师”不断推销各种商品。

先送药再买药
李先生近日向本报反映，他天

天受“卖药电话”的骚扰，几近神经
衰弱。“我由于身体虚弱，常年需要
服用一些维生素等保健品。”李先生
告诉记者，一个月前的一个早晨，他

接到一个快递包裹，打开一看，是某
品牌保健品。李先生签收后接到一
名业务员的电话，称保健品是他们
送的，并登记了李先生的信息。原本
以为事情到此结束，没想到电话“狂
轰滥炸”刚开始，“一天能打四五个
电话向我推销药品。”
李先生最终汇款购买了两盒保

健品，没想到拆开一看，竟然是普通
的复合维生素片。“只是普通的售价
几元钱的维生素，却要收我 *+++多
元，实在是太可气了。”

假货%噱$快递费
身为“网购达人”的秦小姐平

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打折季”，没
事逛网店成了生活习惯。一天她在
浏览微信时，忽然发现平日里一直
订购的一款化妆品“仅需自理运
费，商品完全免费”。秦小姐告诉记
者，面对这颇为“诱人”的条件，她
下了订单。“快递费能有多少钱，肯
定远比商品便宜咯。”秦小姐当时
认为。
很快，她就收到了商品，快递小

哥说要收取运费 &+元。付完运费，
秦小姐兴冲冲地撕开包装，可等来
的却是失望。“化妆品是仿冒的，根
本不值钱，也没有任何功效，甚至对
人体还会有害。”直到这时，秦小姐

才意识到对方打一开始就是冲着这
&+元快递费而来的。“没想到网购
无数的我也会被坑。”她后悔不已。

"免费送$要小心
市消保委法务部主任汪鸫称，

不少商家的“免费送”，本质上都是
利用廉价商品套取更大的利益。他
提醒，在遇到类似情况时要谨慎支
付款项，尽量不要向商家提供与购
物无关的个人隐私。
汪鸫坦言，毕竟天上不会掉馅

饼，“精明”的商家只会想着法子、变
着法子让你“中招”。

本报记者 徐驰

“免费送”陷阱线上线下骗你钱
利用廉价商品!钓鱼"下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