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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如果有古董，很多人都希望
按照其应有的价值变现。然而坏人
就是抓住这一点，进行自我包装，然
后以推荐参加大型拍卖会为借口，不
但骗走了古董，还骗走了不少手续
费。

近日，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侦
破一起诈骗案件，36岁的犯罪嫌疑人
张某用这种伎俩骗了 6 个人，现已被
公安机关抓捕归案。

遇“高人”“长眼”
被“画饼”参加拍卖会

2020 年 6 月初，沈阳市公安局和
平分局刑侦禁毒大队接到群众老赵

（化名）报警，称其可能被人诈骗。
“也是在一次交易会上认识的，

当时这个人穿得非常有派，并且在古
董圈也听说这个人很有名，据说非常

有能力。”老赵说的这个人叫张某，两
人相识于2019年11月。

当时老赵还觉得认识了一个“能
人”，对其非常热情，甚至约好时间，
把自己珍藏的一件古董花瓶拿给对
方“长眼”。

张某用娴熟的动作和自己的工
具仔细地观察了老赵的花瓶，并对花
瓶的细节及出处等说得头头是道，

“看张某挺年轻，却是个高手。”
但老赵没有想到，自己正在一步

步落入对方的圈套。
“这么好的东西，得拿到北京去

才能卖个好价钱。”张某给估了一个
价格，老赵当时就动心了。

但张某还说，想要卖出这个价格
必须参加北京的大型拍卖会，“得交
钱，而且你得等我信儿，拍卖会不常
有，而且得有人帮忙。”

张某说得越神秘，老赵就越是信

任他，于是给了对方1000元作为手续
费、藏品图录费，甚至同意张某将古
董花瓶拿走暂时保管，为的是参加拍
卖会方便。

古董花瓶被拿走
“高人”却失联了

“之后电话就总是关机，微信也
很少回复，一回就是一两个字。”老赵
说，自己的花瓶被拿走后，对方就难
以联系。

老赵的古董花瓶被对方拿走，却
没了消息，这让老赵每天寝食难安。
联系对方得不到回复，老赵认为对方
是“能人”肯定比较忙，比较“高冷”。

但是时间越长，收到回复的周期
越长，甚至最后干脆几个月都联系不
上了。

老赵慌了，赶紧打 110 向警方报

了案。

6人被骗10件古董
“高人”落网全部追回

张某，到底是个什么人？接到报
警后，摆在办案民警面前的第一个
问号，就是弄清楚张某的真实身份。

按照老赵提供的信息，民警追查
得知，张某在沈阳有一处办公地点，
赶紧派出警力扑了过去，却发现办公
地点早已上锁，临时住所也人去楼
空，其手机电话也一直无法接通。

就在深入调查的同时，同样上当
受骗的不止一人，算上老赵在内，一
共 6人上了张某的当，共计被骗走 10
件古董。

同时，6 名被害人都曾经以每件
古董 1000 元至 2000 元的价格向张某
交过手续费、藏品图录费。这些人都

已经联系不上张某。
为了尽快将神秘的张某抓获归

案，挽回被害人的损失，办案民警一
边固定张某犯罪证据，一边加大摸排
走访力度。

经过大量的工作，9月3日民警在
铁岭市新台子镇某居民楼内将藏匿
许久的张某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某对自己
虚构有能力将被害人古董藏品拍卖
高价，并以收取手续费、藏品图录费
为由，诈骗全某某等6名被害人24000
余元人民币和古董藏品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随后，办案民警根据张某的交
代，将 6名被害人的 10件古董藏品全
部追回。

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犯罪已被
沈阳和平警方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夜半时分，一老汉脚踩 4 楼防护
窗、双手紧拽 5 楼外防护窗大声求
助。现场情况很危急，老汉体力不
支，随时有可能坠落。接到求助的消
防员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基础上，通过
滑绳“从天而降”冒险施救，几经努力
终于将遇险老汉“绑”到安全地带成
功救下。

9 月 14 日晚，葫芦岛市化工地区
农民新村附近有一个老人爬到了五
楼窗外，悬挂在外防盗窗上，情况万
分危急。

新华大街消防救援站接到求救
信息后，迅速派出 5 名指战员很快赶
到现场。到现场时发现，一个老人双
手抓住了五楼的防盗窗、脚踩着四楼
的防盗窗，正在求救。消防人员一边
大声安慰他，告诉他马上就来救援，
一边疏导楼下群众。

经了解得知，该老人是六楼居
民，不知何故从六楼的自己家窗户爬

下来，偏巧楼下的五楼和四楼都有防
盗窗。老人就从防盗窗上往下爬，爬

到四楼时结果上不去也下不来，于是
自己打电话求助。

消防人员首先来到六楼进行敲
门，结果无人开门。消防人员决定从
楼下施救，然而该楼的五楼和四楼都
没有人。

为了快速救人于危难，消防人员
来到隔壁的单元，从六楼楼顶的天窗
爬上去，用绳索找好支点固定，然后
一名消防人员利用滑绳垂直降落滑
下大约七八米，慢慢滑到了老人身
边。

此时老人手脚都在发抖，消防人
员一边安慰一边给老人做好保护，用
全身吊带将其“绑”好。随后将其慢
慢地安全顺到三楼。此时的三楼已
经有人接应，从三楼窗户将老人抱到
屋里，成功救下。

老人获救的瞬间，楼下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获救老人及其家
属对消防人员的夜晚成功救援感激
不尽。辽沈晚报特派葫芦岛特约记
者 靳诗宇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崔晋
涛报道 司机见到交警查车，为何
开门弃车逃跑？

9月17日13时30分，阜新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清河门大队岗勤
中队民警在辖区内的清细线执
勤。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停了下
来，驾驶员打开车门就跑了出
去。几名民警迅速上前将该名驾
驶员控制住。

民警询问其为何逃跑，该驾
驶员含糊其辞，而且满身酒气。
民警对其进行酒精检测，结果为
27mg/100ml，属于酒后驾驶。该
男子姓李，锦州义县人。当民警
进一步核实李某身份时，终于发
现他逃跑的真正原因，因为他是
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李某 2017年因涉嫌诈骗、敲
诈勒索罪，被浙江警方立为网上
逃犯。这时，大队民警没有惊动
他，一方面增加警力继续对其酒
驾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一方面
联系清河门刑警大队。当刑警赶
到后，李某才知事情不妙。

目前，李某已被移交到清河
门刑警大队等待进一步处理。

借口参加拍卖会 骗走6人10件古董

海关总署 21日通报，海关缉
私部门近日开展打击钻石走私集
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
121 名，现场查获涉嫌走私的钻
石 2520 余颗、碎钻 4000 余克拉、
镶钻首饰 158 件。经初步查证，
涉案团伙自 2015 年至今涉嫌走
私钻石案值38.8亿元。

通报显示，9 月 1 日，海关总
署指挥深圳、北京、上海、哈尔滨、
南京、杭州、厦门、武汉、广州、成
都等 10 个直属海关，出动警力
1000 余名、分成 200 余个行动组
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经初步查明，国内货主团伙
向境外多家钻石供应商订购钻
石，揽货团伙、通关团伙在香港取
货后，通过“水客”、粤港两地牌小
车乘客以人身藏匿、货车藏匿等
方式从深圳罗湖、皇岗等口岸走
私入境，再将货物直接交付货主，
或通过快递物流方式送达国内其
他货主。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据新华社

20日，云闪付、苏宁易购、中国移
动、百度地图等10家企业的18款App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在京获颁安
全认证证书，标志着我国 App安全认
证工作正式开展。

2019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中央网信办联合发布《关于开展 App
安全认证工作的公告》，其中明确认
证机构为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
认证中心。到今年 6 月，审查认证中
心按照公告部署，从申请企业中选择

了28款App进行认证试点工作，其中
有 18 款 App 在认证过程中通过技术
验证和现场审核，通过认证决定。

据介绍，认证环节主要包括认证
申请和受理、技术验证、现场审核、认
证决定、证后监督等。审查认证中心
网站上公布了受理电话，对客户统一
受理认证申请，技术验证由审查认证
中心指定的签约实验室执行。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的 App 运营者不得申
请认证。获证 App 运营者在认证过

程中存在欺骗、隐瞒、违反承诺等不
当行为，认证机构将撤销认证。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
中心主任魏昊介绍说，开展 App安全
认证工作，主要是建立、完善权威公
信的 App安全认证体系，利用市场选
择机制引导 App 运营者规范个人信
息收集、使用、转让等行为，为数据安
全综合治理提供基础性技术支撑，规
范市场秩序。

同时，将 App 安全认证作为一种

常态化机制在 App 治理工作中的积
极作用发挥出来，减少各行业管理部
门的重复检测和评估，降低企业负
担。

魏昊表示，针对 App 的版本迭代
频率高的特点，审查认证中心建立了
持续监督工作机制，相关平台已经上
线运行，实现对获证 App持续符合性
的自动化、智能化监测，充分利用互
联网发挥网民监督、投诉举报的作
用。 据新华社

由 2020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组委会和App（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
理工作组共同发起的“App 安全意识
调查”结果日前在京发布。调查问卷
报告显示，近九成（88.5%）受访者对
于 App 申请手机权限会进行理性分
析，谨慎授予权限。

据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组长程多福介
绍，此次调查于 9 月 4 日至 10 日通过
互联网向公众发放 App 安全意识保

护公众调查问卷，共回收问卷32万多
份。报告显示，近半数(49.7%)受访者
通常都会仔细阅读首次打开或更新
App时弹出的隐私政策，29.9%的受访
者有时会大致浏览。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当问及在
陪伴儿童上网时，44.6%的受访者主
动使用家长控制等功能、开启 App提
供的青少年模式等；40.4%的受访者
曾关注过 App 隐私政策是否包含了
未成年人信息保护规则。

针对 App 的精准推送广告行为，

逾六成受访者认为可以接受。有
23.8%的受访者希望App“更懂我”，推
荐越精准越好。32.9%的受访者表示
很反感，感觉被窥探或偷听。

对于长时间不使用的 App 账号，
44.4%的受访者选择解绑注销后再删
除App;另有42.5%的受访者会直接卸
载、删除 App;有 13.1%的受访者不予
理睬。

报告显示，受访者普遍支持从政
府层面采取措施，包括监管部门加大
处罚力度(77.8%)，推动个人信息保护

立法(72.2%)，持续开展检查、评估工
作(70.3%)，加快标准制定、推广和认
证工作(52.7%)。从日常层面来看，受
访者也认为应提供违规 App 信息查
询平台(74.9%)、应用商店增强风险提
示 (62.8% )、加 强 相 关 知 识 的 科 普
(55%)。

程多福介绍说，从调查整体来
看，受访者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逐步
增强，掌握了一定知识和技能来更好
地保护个人信息的受访者占据主流。

据新华社

老汉夜“挂”5楼 消防“空降”施救

消防正在使用滑绳进行救援。 消防供图

首批18款App获颁安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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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走私案

酒驾遇交警弃车
司机原来是网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