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李女士好心将自己的宠物狗免费送人，对方坚持要用微信支付
补偿她一部分钱——

谁知竟被骗走一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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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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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峰在火车上帮助救治
乘客的事，他回来也没吭声，我也
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市骨科医院
疼痛康科负责人牛青松告诉记
者，王医生是一个很实在的年轻
人，对工作高度负责，他在病人中
的威信很高，病人都拿他当亲人，
他这样做大家都替他高兴，同事
们都会向他学习。

记者告诉王尚峰医生，当时
按照他的嘱托，患者颜先生下车
后直奔医院，被医院诊断为输尿

管结石，经过几天救治已经出
院。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颜先生
给本报打来电话一直在寻找王医
生。得知颜先生已治愈出院，病
情和他的初步诊断一致，王医生
非常高兴。

记者随后把本报通过报道读
者提供线索已经找到王医生的消
息告诉了颜先生，颜先生要了王
医生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向王医
生表示感谢，也给记者发短信，向
南阳晚报表示谢意。⑧1

科室负责人：王医生对工作高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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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出这事，我还
不懂微信收付款二维码的
区别，出了这事以后，我给
我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
提醒了个遍！”市民周先生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希望
大家遇到此类情况时一定
警惕！

周先生告诉记者，他的
朋友李女士家中原本养了
只宠物狗，由于李女士工作

忙，平常没时间陪伴宠物
狗，便想给宠物狗找个合适
的主人免费送养。随后就
在网上发布了相关信息。3
月 29日那天，一个操外地
口音的男子先用电话联系
上李女士，声称自己是看了
网上的广告找来的，想要领
养李女士家的宠物狗。两
人又通过微信联系商量送
养的问题，交谈中虽然李女

士是免费送养，但该男子坚
持要给李女士一些补偿表
达心意，先是问了她的银行
卡号准备转账，过后却说银
行卡转不过去，只能用微信
转账。对方要求李女士使
用微信软件中“钱包”一栏
里的收付款二维码功能收
款，按照他所说的操作程序
把二维码截图发送过去，李
女士就能拿到钱。

宠物狗要送人 对方坚持要用微信支付补偿主人

周先生说，李女士以
前也没用过微信收付款
二维码，不懂怎么操作，
在对方的指导下发了一
张 付 款 二 维 码 截 图 过
去！发完第一张之后，对
方称不管用，要求再发一
张。就在李女士又发了
一张二维码截图后没多

久，突然接到银行发来的
短信，提示自己银行卡里
被人分两笔转走了一千
多元钱。

李女士意识到自己是
在转账时遇到了问题，连
忙询问那名男子，对方却
不再就此事回复，更不再
说领养她家宠物狗的事

了。李女士又回忆到，该
男子打来电话时，来电显
示的号码不是正常电话
号码，只是一长串普通数
字，也显不出来电地区，
应该是被电脑软件专门
修改过，好掩盖真实号码
的。自己竟然糊里糊涂
地被人给欺骗了！

不懂收付款二维码区别 收款人反被骗走钱

过后，周先生和李女士
专门研究了微信的收付款
二维码功能，发现原来如果
是向对方收款，需要出示的
是收款二维码，而不是付款
二维码。反之，比如在购物
时，需要通过微信给商家付
款时，才需要出示付款二维
码，商家用专用设备扫描后
就可以从微信中收走钱，数
额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

定。使用二维码收付款可
以不用输入密码，虽然看着
方便，但让人感到有不安全
的地方。

周先生说，在微信钱
包里，收付款二维码选项
虽然有标注收钱和付款字
样，但没有更加详细的说
明，一时反应不过来的，也
可能弄不懂到底该用哪
个。另外，这两种不同性

质的二维码是设在同一个
界面里的，比较容易让人
弄混，万一不小心发错了
咋办？李女士和周先生身
边的亲戚朋友都说平常没
研究过这些问题，也基本
用不上微信的二维码收付
款功能。周先生和李女士
担心，如果大家也遇到这
种情况，估计也会被人故
意骗走钱。⑧3

收付款二维码的区别 可得弄清楚

□本报记者 王 冕

近日，市民周先生
拨打本报热线反映，他
的朋友李女士最近遭
遇了微信诈骗，对方以
领养李女士送养的宠
物狗为由，在给李女士
用微信转账时，利用李
女士不熟悉微信支付、
收款二维码的区别，趁
机盗走李女士卡中一
千多元钱，这笔钱现在
也没办法要回来，只能
通过此事提醒广大市
民引以为戒，防止上当
受骗。

□本报记者 杨长坡

火车上救人的南阳好医生找到啦！

是骨科医院的王尚峰

“你们晚报上报道的火车上
救人的好医生是南阳市骨科医院
的，叫王尚峰！”4月 8日，一位姓
刘的女士拨打记者的电话说，她
看了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一眼就
认出来了。

4月7日，本报《聆听》版以《从
广州坐火车回襄阳，湖北颜先生突
然小腹疼痛难忍——列车上，两名
南阳医生紧急救治》为题，报道了

湖北襄阳的颜先生拨打本报热线，
寻找4月3日从广州回襄阳的列车
上为他救治的南阳好医生的新
闻。有多位热心读者为记者提供
线索，帮助寻找在列车上乐于助人
的好医生。4月8日，一位姓刘的
女士准确地告诉记者，这位在列车
上救人不留名的好医生是市骨科
医院的王尚峰医生，她还给记者提
供了王向峰的电话。

多名读者向本报提供线索

记者随即与王尚峰取得了联
系，据他介绍，4月3日晚，当他参
加完“国际疼痛康复论坛会”乘坐
火车从广州返回南阳时，行至广州
至韶关东区间时，听到广播里寻
医，他就赶紧从所坐的9号车厢前
往患者的12号车厢为患者救治。
当时患者正在厕所，他又帮助把患
者扶到其卧铺床上，进行按摩、推
拿等救治。他初步诊断为输尿管
或结肠痉挛性疼痛，当患者的病痛
缓解后，又让车内广播为颜先生寻
找解痉药。

当记者询问和他一起的年轻
女医生是谁时，这位英俊的王医
生不好意思地说，当他为患者救
治时，他妻子在跟前也忙上忙下，
患者可能把他妻子也当成了医
生。王医生告诉记者，他今年 27
岁，老家是汝州市的，毕业于郑大
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是南阳市骨
科医院疼痛康科的一名医生。由
于当时匆忙，患者问他们名字，他
只说是南阳的医生，也没留电
话。他还向记者打听患者的病情
如何。

王尚峰医生还原火车上救人经过

男子多次向李女士要
二维码截图

李女士发现受骗联系不
上对方 王医生在病房为病人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