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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晚报报与与巡巡回回法法庭庭同同行行

“养卡”涉违法，市民须谨慎
民警告诉记者，“养卡” 通常是

“职业养卡人”先行垫付，将持卡人
所欠账单还上之后， 再使用 POS
机套刷持卡人的信用卡，套出来的
金额还给“职业养卡人”，“职业养
卡人”还会向持卡人收取一定的手

续费。 通过这样的操作，只需要花
一点儿钱，就把需要偿还的金额转
到了下期账单享受一定的免息期，
持卡人也能够暂缓还款。 但是民警
表示，“养卡”涉嫌违法，持卡人容
易泄露个人信息，养卡人同样存在

被诈骗的风险。 因为对于养卡人而
言， 如果不能将及时将钱追回，就
可能蒙受财产损失；对于持卡人来
说，个人信用卡、身份证等重要信
息泄漏， 银行账户同样就不安全
了。 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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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卡”来赚钱？ 刀尖上跳舞！
下面这个故事告诉“职业养卡人”，他们的行为不仅涉嫌违法，而且极易被骗

两岁男童溺水亡
鱼塘主赔了四万多

本报讯（记者王付栓 通讯员付 博
李 娜）昨日，镇平县法院巡回法庭审理一起
2 岁男童溺水身亡引发的赔偿纠纷案，依法认
定鱼塘的主人没有对鱼塘采取安全警告措
施，经调解赔偿了 43000 元。

当日上午 9 点钟， 镇平县法院侯集法庭
的法官们来到侯集镇宋营村， 开始布置庭审
现场。 十来分钟时间，法官们就布置好一个简
单的巡回法庭。 不一会儿，300 多名村民把巡
回法庭围个水泄不通。

据介绍，2 岁男童小博由外婆任某代养。
与任某临庄的宋某建了两个鱼塘， 但鱼塘周
围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也没有设置任何
危险提示标志。 2016 年 3 月 18 日下午，任某
带着小博来到宋某家玩， 小博在鱼塘内溺水
死亡。 为了获得赔偿，小博的父母将宋某告上
法庭，要求赔偿 24 万余元。

法庭经过 2 个小时的审理认为， 宋某在
鱼塘里养鱼没错，但没有在鱼塘边设置明显
的安全标志，使他人掉进鱼塘溺亡，存在过
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最终，经法庭调解，
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宋某赔偿原告
43000 元。 ④2

遭遇交警查车
醉酒女撒泼袭警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徐 蕾 通讯员张晓东
刘 伟）5 月 12 日下午，城区仲景路与信臣路
交叉口， 交警对一辆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车辆
进行查处时，遭遇车辆上女乘客暴力袭警，最
终该女子因酒后滋事、 涉嫌妨碍民警执行公
务被刑事拘留。

当日下午 3 时 55 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支队高新大队民警在仲景路与信臣路交叉口
执勤时， 拦下一辆逾期未检的红色东风日产
轿车。经检查发现，该车检验有效期截至 2013
年，且车辆有大量交通违法未处理。 就在民警
对驾驶人进行询问的过程中， 该车乘客蔡某
醉醺醺地下车，对现场执法人员进行谩骂，厮
打。 增援民警赶到后，蔡某又对增援民警进行
厮打，致使多名民警受伤，一名民警的伤情经
鉴定构成轻微伤。

经警方调查，当天中午，家住市区仲景路
的蔡某和同车四人在一起吃饭，除了驾驶员
外，三人都饮了酒。 事件发生时，蔡某呈醉酒
状态。 事情发生后，高新交警大队将该案件
移交高新派出所二大队处理，当事人蔡某因
酒后滋事，妨碍民警执行公务被刑拘，车辆
被暂扣。 ④2

随着信用卡消费的兴起，本月刷卡消费、次月还款的情况已经成为都市生活的常态，但
是遇到手头紧的时候， 还不上款怎么办？ 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一种新职业———“职业养卡
人”。“职业养卡人”在信用卡免息期结束前帮助“借款者”还款，并从中赚取手续费。 但“养
卡”是一种违法套现行为，有时也会遇到“黑吃黑”。 昨日，记者从市公安局梅溪派出所获
悉，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利用“养卡”诈骗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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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遇难题？ 实为设骗局
高某是我市某保险公司的业务

员，4 月 14 日，他的微信收到一条信
息，一陌生人称想要贷款 10 万元用
于做生意，想咨询有关贷款的事项，
双方约定面谈。

次日晚， 两人在市区一餐馆见
面。 要贷款的这名男子自称姓邓，在
南阳市区有工作，有房产。 他还将自
己存在手机上的房产所有权证及身
份证照片发给高某。 邓某称，自己有
两张信用卡， 一张能套现 2000 元，

另一张已透支 3.8 万元，16 日就是
最后还款日期， 急需有人帮他“养
卡”， 问高某是否认识这方面的朋
友。 高某说， 自己确实有朋友在做

“职业养卡人”，而且手续费较低。 为
了表达自己对高某的信任， 邓某还
将两张信用卡及密码给了高某。 让
高某先从一张卡上套现 2000 元，再
帮忙将另一张卡还款 3.8 万元，还完
款后高某可再将钱刷出来。

4 月 16 日下午 3 时， 高某让朋

友试着从一张信用卡上成功套现
2000 元， 接着他又让朋友通过手机
银行往另一张信用卡上打款 100 元，
几秒钟后， 高某又将这 100 元通过
POS机取出。确认这是一张有效的卡
后，高某又打款 1.9万元，这次当他准
备再将 1.9 万元刷出来时，POS 机提
示这是一张无效卡。 高某赶紧拨打邓
某的电话，发现无法接通，就连微信
信息也被邓某拒收。 意识到被骗，高
某到辖区的梅溪派出所报警。

寻蛛丝马迹，两骗子落网
警方查证， 邓某向高某提供的

身份信息、房产信息、单位电话都是
假的。 但是信用卡的名字显示确实
是邓某本人的名字， 通过调取当晚
饭店的视频监控， 警方锁定嫌疑人
邓某是湖北宜昌人，28 岁。 5 月 12
日，邓某在湖北宜昌被抓获，其同伙
何某得到消息迫于压力投案。

到案后，邓某供述，自己曾在信
贷公司上过班，熟悉信贷流程。 今年
3 月，他的朋友何某找到他说，一个

“职业养卡人”被人以“养卡”的名义
骗了几万元，他们从中看到“商机”，
二人决定效仿实施诈骗。

每到一地， 他们便买来当地的
手机卡，通过微信或小广告寻找“职
业养卡人”，找好目标后他们便扔出

“贷款”、“养卡”的诱饵，坐等受害人
上钩。

受害人高某手中拿着邓某的信
用卡，还掌握着密码，邓某是如何从
失效的信用卡中取走了钱呢？ 原来，

邓某用来诈骗的信用卡都是一主一
副两卡，受害人还款、取款，邓某的
手机上都有短信提醒。 当有大额款
项打到卡上还款时， 邓某迅速通过
手机挂失主卡， 然后通过副卡用随
身携带的 POS 机套现。

至案发， 邓某、 何某在河南南
阳、平顶山、洛阳及湖北襄阳四地成
功诈骗 4 起，得赃款 7.3 万元。 目前
二人因涉嫌诈骗犯罪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