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陶小敏）“这让人
恨的骗子终于抓住了，俺心里真是特
别感激！找人跟大海捞针一样，你都
不知道民警对俺有多好，又是安慰又
是关心，连烟都不吸咱的一口。”4 月
19日，临颍县大郭镇白桥村60岁的白
军 （化名） 拨打本报新闻热线，表达
他对大郭镇派出所民警的感激。

2015年9月的一天，白军和另外两
名老人一起走进大郭镇派出所，向民
警报案称自己被骗婚了。昨日，大郭
镇派出所民警高扬告诉记者，当时接
到报警后，他们很重视，并对事情展
开调查。

名为介绍对象 实为骗取钱财

白军告诉记者，他一直是独自生
活，并未婚娶。2015年3月一个自称是
镇上另一个村庄张杨村的朱某伟表
示，要给丧偶独居的丈母娘找一位老
伴儿互相照顾。在朱某伟的撮合下，
白军和朱某伟口中的丈母娘见了面。
但白军没想到，对方却是个骗子。

“给我打电话要钱要东西，来家里一
趟要一次钱。”白军说，两人认识后他还
接到了那名女子老父亲打来的电话，说
要想娶自己的闺女得给他买点东西。

因为对该女子挺满意，又有礼节
在，白军对这件事没有太在意。随
后，对方从白军处前后拿走了一万多
元。“一次是在俺家见面那次，说是来

俺家看看，剩下的几次都是朱某伟来
的，来一次拿走几千块钱。”白军说。

可后来对方继续向白军索要钱
财，遭到拒绝后，白军却怎么也联系
不上这名女子和朱某伟。随后，白军
便托亲戚打听张杨村有无朱某伟和其
丈母娘。这一打听不要紧，原来，张
杨村根本没有这两个人。并且，还有
另外两个老头儿，也被那两个自称是
张杨村的人以同样的手段骗了。

蹲点守候 成功抓获嫌疑人

4月19日，大郭镇派出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当时接到三名老人的报
警后，他们立即重视起来，加紧走访
调查案情。

经过调查，民警了解到，嫌疑人
朱某伟喜欢到大郭镇谷庄村玩，民警
便在其常去的地方蹲点守候，2016 年
初成功将其抓获。随后，朱某伟对自
己利用介绍对象骗取老年人的事实供
认不讳。但朱某伟的同谋朱某平却闻
讯潜逃。

“我们在审讯的过程中，发现这两
个人在漯河很多乡镇，冒充朋友或亲
戚关系实施诈骗十几起。”大郭镇派出
所民警介绍，朱某伟和朱某平的真实
身份为姐弟关系，郾城区裴城镇人。

2016 年年底，民警们在临颍县繁
城回族镇将朱某平抓获。前些日子，
外出打工回来的白军接到通知，去派
出所进行核实。据了解，目前朱某伟
和朱某平实施诈骗的案件正在审理中。

“骗子太可恨了，这件事当时对我
打击特别大，所以我就出去打工了，
顺便散散心。”白军告诉记者，得知骗
子全部落网，他心里终于好受了点，
想起民警对自己的安慰和关心，便想
着感谢一下民警。

“骗子一般针对的是空巢老人，会
通过各种理由索取大额钱财，而且是
单线联系，不让老人去家里探望。”大
郭镇派出所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尤其
是老年人，在遇到此种情况时要提高
警惕，多加核实，以免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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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介绍对象为幌子 姐弟俩实施诈骗

六旬老汉遭遇“桃花劫”

本报讯（记者 杨光） 眼下，天气
越来越热，樱桃也快要成熟了，小区
内、街头上的樱桃树挂满了果子，大
部分果子都已经发黄，看了让人喜上
眉梢，但4月17日晚上，市民王中成大
爷种的一棵樱桃树却被人“洗劫”，一
树果子丢了大半，这让他很气愤：“果
子熟了可以随便摘，现在还没熟就采
摘，太糟蹋果子了。”

记者了解到，80 多岁的王中成在
市区黄河路东段开了一家诊所，他在
门前的路边种了一棵樱桃树，这棵已
经有十多年的树龄了，每年都能结很
多果子，并且果子个儿大，吃起来又
甜。到了成熟的季节，王中成并不吝
惜樱桃，从来没有采取过保护措施，
一家人不仅自己采摘来吃，路人想吃
也可以随便摘。

今年樱桃长势非常好，果子结的
别多，王中成很高兴，没事的时候就
经常打理。看着果子越来越大，已经
逐渐变黄，距离成熟的时间也越来越
近，王中成很高兴。“每年等樱桃成

熟，我们采摘下来，吃不完就分给别
人，这么好的东西不能浪费。”王中成
说，每年吃自家种的樱桃，和大家一
起分享是件快乐的事。

4月17日晚，王中成下班休息，但
第二天早上到诊所开门时，发现樱桃
树上的果子被人摘了大半，不少树枝
还被掰断了。经过询问，有人告诉他
是附近小区的居民趁着晚上偷偷采摘
的，这让王中成郁闷不已。

“如果熟了我可以邀请大家采摘，
但现在樱桃还不熟，不知道摘下来有
什么用。”王中成说，没熟的樱桃口味
酸涩，不知道这些居民是怎么想的，
糟蹋了果子，也让人坏了心情。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家乡，对每个人来说有着独特的
含义，尤其是对离家的游子，更是有
着不一样的牵挂。4月15日，我市“95
后”小伙黄路广自己谱曲、填词并演
唱的 《河上街》 在网络上流传，不少
人为黄路广点赞。

记者发现，《河上街》在众多音乐
播放平台上都可以搜索到。歌词里有
许多漯河元素，如“河上街”“布衣
巷”“神州鸟园”“贾湖遗址”“七音骨
笛”等。黄路广是谁？他为什么要写
这样一首歌？ 4月18日，记者辗转联
系上黄路广进行了采访。

黄路广出生于1996年，是我市召陵
区万金镇合村人，2015年从漯河技师学
院中专部毕业，目前在四川一家广告公
司做广告喷绘工作。黄路广告诉记者，
从小到大，他对音乐都很感兴趣，尤其
是填词，在上初中时，围绕校园主题，

他尝试改编和写了40多首歌词。
“自从去年 《成都》 这首歌火了

后，我就想着为漯河也写一首歌。”黄
路广在电话里说，今年春节回家他特
意在市区的大街小巷转了一圈，为写
歌积累素材和灵感。之后他便利用每
天的下班时间，进行词曲创作。

“我周末报的有钢琴班，这次谱曲
我的钢琴老师给我提供了帮助。”黄路
广说，词曲完成后，他在朋友的录音
棚完成了《河上街》的录制。

“我的亲戚朋友都听了，他们说我
唱的不怎么好，歌词写得还不错。不
少人都鼓励我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好
的作品。”黄路广笑着说，他其实没有
唱歌的功底，完全是凭着兴趣爱好，
大家的肯定给了他很大的动力。

“我很喜欢音乐，我也爱家乡漯
河，我会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音乐修
养，争取拿出更好的作品宣传家乡。”
黄路广说。

“95后”小伙创作歌曲颂家乡

樱桃尚未成熟 就遭野蛮采摘

□见习记者 杨 淇

“要不是他们我的钱包肯定找不到
了，真是十分感谢。”4月19日上午，张
龙在电话里对记者说道。经过询问，记
者了解到，张龙是上蔡县人，他要感谢
的人是我市汽车中心站的工作人员。随
后，记者对此事进行了采访。

4月19日早上，张龙在市汽车中心
站准备乘坐由漯河发往山东省菏泽市
单县的长途汽车。早上 7 点 40 分，张
龙在汽车中心站内的餐厅买过早餐
后，便坐上了汽车，粗心的他却将钱
包忘在了餐厅。

餐厅的工作人
员王敏随后捡到了
钱包，便把钱包交
给了汽车中心站的
站长赵均喜。赵均
喜打开钱包，发现
钱包内有现金 200
多 元 、 2 张 身 份

证、4张银行卡和几张其他消费卡。
汽车中心站的工作人员，通过身

份证上的信息查询到了失主的购票信
息，发现失主乘坐的汽车已经出发
了。工作人员与该车的售票员取得了
联系，和失主张龙确认了钱包内的物
品，并约定将钱包放在 4 月 21 日由漯
河发往单县的汽车上带给张龙。

“当时他们联系到我的时候，我还
没有发现钱包丢了。”张龙对记者说，
如果身份证、银行卡都丢了，在外地
会特别麻烦，他希望表扬一下汽车站
的工作人员。

这名乘客太粗心 钱包丢失却不知

王中成边指着樱桃树边向记者讲述。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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