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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2009年6月，在英雄山广
场上打篮球的小王遇到了小
辛的父亲辛某。据小王介绍，
小辛是他刚认识的球友，其父
亲辛某经常在附近转悠，“他
一身警服，腰里还别着枪和警
棍”。

看到小王，辛某很是热
情。当得知小王还没有工作
时，他把小王拉到一边神秘地
说，“现在全运会警力不足，公

安局招人，我手里有几个名
额……”
“交两万就能当警察？”小

王有些半信半疑，辛某却拍了
拍胸脯，自称是山东省公安厅
的副厅级干部。“厅长我都认
识，你放心，没问题”。

见对方信誓旦旦，一身警
察的行头不像有假，小王信以
为真。随后，他将两万元现金
交给“辛厅长”。

穿“警服”别着“枪”骗了十多万
“辛厅长”冒称公安再被抓
文/片 本报记者 尉伟

“辛厅长，我托你办的那事？”23日早上，省城

霞侣市街一小吃摊上，摊主张军（化名）对一名身

着警服的中年男子笑脸相迎，而对方面露难色，

“你给的那一万不够”。谁料，话音未落，三名男子

突然上前将“辛厅长”摁倒在地，他们掏出证件晃

了晃：警察！原来，“辛厅长”是个骗子。

身着“警服”自称厅级干部

“辛厅长”此后就没了音
讯，“打他电话，不是关机就是
无法接通！”后来在郎茂山小
区，小王与外出的“辛厅长”不
期而遇，发现对方与自己住前
后楼。对于工作，“辛厅长”解
释：“正在办理”。

怕对方再度“消失”，此后
小王几乎天天猫在自家阳台
上盯着“辛厅长”的家。可是守
了一个多月，他也没见到“辛

厅长”回家。后来他才得知：在
遇到自己的当天，“辛厅长”就
连夜搬走，不知去向。

不仅小王，市民高先生、
闻先生也有如此遭遇：他们曾
在英雄山广场、黑虎泉附近，
遇到男子辛某自称山东省公
安厅的副厅级干部，“认识省里
多位高官”，以能帮人找工作、
“捞人”等名义收钱“办事”，但
他收钱后就没了踪影。

“辛厅长”收钱就玩“失踪”

10月25日，济南公安便
衣侦查支队第三派出所的民
警得知此情后立即展开调查：
省公安厅没有这么一个“辛厅
长”，而户籍资料上也没有此

人，“显然他用的是假名”。
“他儿子小辛可能在省城

某中学上学。”根据小王回忆，
民警找到该中学老师，对方表
示，小辛在另一所学校，他经

曾因冒充警察行骗被判刑

常来该校打架。最终通过多
方查找，民警发现小辛的父
亲，47岁的辛某有重大嫌
疑，“他曾因冒充警察行骗
而被劳动教养、判刑，2001
年刑满释放”。

12月23日早上，在霞
侣市街一小吃摊上，济南公
安便衣侦查支队第三派出
所的苏峰副所长带领便衣
将正在行骗的辛某抓获。
原来，摊主张军因落户口
的 事 情 求 助 于 “ 辛 厅
长”，并付给了他一万元
的“好处费”。而“辛厅长”
将这些钱挥霍后，又再次
来到摊前找借口要钱，没想
到被抓。
“我知道这是犯法的

事”。12月24日上午，济南

公安便衣侦查支队第三派
出所内，面对记者，穿着警
服戴着手铐的辛某毫不避
讳，“不过，我骗的钱大都给
儿子花了”。

他交代，因为只有小学
文化，缺少一技之长找不到
工作，就动了“歪心眼”：利
用市民对警察的信任和“遇
事花钱求人”的心理冒充警
察骗钱骗财，并因此入狱。
2001年，刑满释放的辛某，
因为与妻子离婚独自带着
儿子小辛，于是走了老路。

据了解，民警现已查
证辛某穿假警服别着“枪”
冒称公安作案 20余起，涉
案金额多达 10余万元。不
过，只有一半受害者向警方
报案。

骗术很简单却有人上当

济南公安便衣侦查支
队第三派出所的苏峰副所
长说，辛某花了三百多元从
集贸市场上买来了五件假
警服、假证件、仿真手枪、枪
套，“行骗时从未失手过，就
是利用了市民对警察的信
任和遇事花钱求人的心
理”。

尽管辛某的骗术简单、
所穿所用均是假的，但很多
受害人出于对警察的信任
并未仔细查验，“从未有人
向我要过证件”。其实，辛某
的那个警官证，只有一个外
皮而已。

“识破他的骗局很简
单。”苏峰副所长说，那就是
一看二查三打听。首先，辛
某的警服上没有警号、警
衔，而真正的民警均要佩
戴，不得缺少；其次，民警所
持的制式证件上，均有本人
照片、职务及所在单位等详
细信息，一目了然；第三，无
论是民警的警号、警衔及相
关信息，均在公安机关有备
案登记，据此可查。

同时，苏峰也提醒，市
民遇到事情，要通过正规的
渠道来办理，不要试图走
“捷径”以防被骗。

辛某花三百多元买来了假警服、假证件、仿真手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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