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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警法

那么，诈骗嫌疑人真实身份该如何确定，

办案民警柴国统决定从张某近四年给高红转

账的资金流向开始查。张某最后一次转账收

款人是一名姓赵的女子。经查赵某竟然是社

旗人，并非广东人，民警此时不确定赵某在案

件中是什么角色，更怕打草惊蛇，所以没有贸

然去见赵某。工作中，民警发现 2019年 11月
赵某把户口迁到了宛城区。民警将计就计，

于是假借调查落户事项，请赵某到派出所一

趟。在派出所里，当民警询问赵某 2018年 2
月收到张某 1 万余元的事，赵某矢口否认。

但是在转账记录面前，赵某最终承认，这是婆

婆游某骗张某的钱，游某就是高红。然而，赵

某落网后，游某就不知所踪，警方立即予以上

网追逃。

在赵某被送往看守所后，民警柴国统按

赵某提供的电话，通知其“丈夫”申某前去送

衣服。在看守所，申某才知道妻子原本姓赵，

结婚时的名字薛佳是假名。申某和妻子于

2019 年 4 月经媒人介绍相识并订婚，当年 9
月举行婚礼。可是结婚一周后妻子就离家，

已经一个多月没消息了，再见却是在看守所

里。得知妻子是因诈骗触犯法律，加之妻子

使用假名字，申某怀疑自己可能也是被骗者。

民警在办案过程中，通过赵某手机微信

聊天记录发现，赵某在与申某结婚前几天还

与卧龙区一名男子常某商量相亲事宜。赵某

告诉常某，自己单身，在外租房。在申某与赵

某婚后的第 24天，赵某还让常某带她去买两

人相亲要穿的衣服，让常某替她支付房租。

查到这里，民警确认，申某、常某也都是

受害者。巧的是，在调查赵某诈骗案的时候，

卧龙区的男青年柳某也报警说自己妻子薛佳

不见了，他在网上寻妻的过程中，发现抖音上

南阳某县一名男青年付某也在网上找妻子，

让他惊诧的是对方要找的人与自己的妻子是

同一人，名字也一样。接警后，民警并案侦

查，通过询问柳某和付某得知，柳某与薛佳是

2019年 4月结婚，与付某 2018年 11月结婚。

柳某给薛佳 12万余元的彩礼钱，而付某给薛

佳 19万余元彩礼。经三名受害人辨认，薛佳

就是赵某。

警方细查 带出一串骗婚案

一本正经订婚，郑重其事结婚，婆媳联手导演三场婚礼，骗取礼金达48万余元——

骗婚婆媳现形记
本报记者 徐蕾

“要不是民警认真负责，我还不知道自
己被骗了，也不知道另外几个家庭跟我一样
被骗，我还信她在外地落难了，一而再，再而
三给她打钱……”5月20日，卧龙区的张某
听说骗子因涉嫌诈骗犯罪被判刑，特意向揭
开骗婚案真相的卧龙区公安分局武侯派出
所民警柴国统表示感谢，感谢民警缜密办
案，避免了更多家庭上当受骗。

警方再次提审赵某，查明了赵某伙同婆

婆游某以骗婚的形式诈骗他人钱财的犯罪事

实。

赵某本是镇平人，小学文化，21岁结婚

嫁到社旗，2016年离婚。2017年嫁给南召县

游某的儿子。游某小学文化，有过多次婚姻

经历。婚后，游某的儿子常年在外打工，无暇

顾及家中。游某便带着赵某在市区租房居

住，在游某的劝说下，赵某化名薛佳，与化名

高红的游某以母女为名，开始通过中介或者

新结交的不了解她们底细的邻居物色结婚对

象。

相亲、订婚、结婚。为了取得男方的信

任，也为了骗取更多的钱财，这对婆媳全按照

传统的婚介流程模式来进行，订婚、结婚喜宴

一样不落，也照单索要每一阶段的礼金。民

警在工作中发现，在赵某、游某骗婚时，竟然

有两名“群演”连续参加了赵某三次的“结婚

喜宴”，民警认定该二人对于赵某、游某骗婚

应该是知情者。后民警对该二人也予以立案

调查。

三个家庭都隆重举行了婚礼，为什么没

有一家发现赵某身份有疑？原来，赵某三次

“结婚”都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也没有将户口

迁到新家。当新郎家提出要迁户口或办结婚

证时，赵某自称户口在镇平县一单身汉户口

上空挂，每年可以跟着单身汉领取 1万多元

的政府补助，户口迁走了就领不了钱了，结婚

证按她的意思是等到有了孩子再办不迟。每

次从订婚到结婚时间都很短，谁都没意识到

这是赵某的谎言。以至于到案发，也没人察

觉遇到了骗子。经民警查证，游某、赵某诈骗

张某等 5人彩礼 48万余元。

2020年 2月，警方将游某抓获归案。在

民警的努力下，为受害人追回了部分被骗钱

款。近日，因犯诈骗罪，赵某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 7年，游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1年，两名

“群演”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警方提醒，尚未婚娶的大龄青年、单身人

士及其家属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不法分子

以结婚名义骗财。通过婚介或者媒人介绍对

象，要尽可能通过多种途径查验对方的身份

信息、婚姻状况，依法去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

记。③3

荒唐婆媳 作茧自缚尝苦果

张某是卧龙区人，今年 71 岁。 2019 年 10
月，张某来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未婚妻可能

遭遇了不测，希望警方帮助找人。接警后，民警

高度重视，立即详细询问了张某反映情况的来

龙去脉。

原来，张某所说的未婚妻是 2014年经人介

绍认识的，自称高红，离异，方城人，比张某小

13岁。高红在张某家生活了几天便提出要外

出打工。她说，之前的家里欠了不少债，想去新

疆打工挣钱还债，还清了就回来和张某好好过

日子。张某在外打工下苦力，一个月仅有 1000
多元工资。得知高红欠外债要出去打工，张某

给高红拿了 500元路费，另外又给 4000元现金，

让她还账。

张某说，高红到了新疆后他们经常联系，但

感觉高红外出后很不幸，先是发现脑瘤，又是在

工地上被倒塌的墙砸断了腿，每次都是他打过

去的医药费帮高红救急，高红每次都说病好了

要回来跟他一起生活。2014年高红以脑瘤和

腿部“做手术”为由，先后四次向张某要了四五

万元。后来高红又称自己中风需要治病，再次

向张某要钱，张某实在没钱了，没有再给高红打

钱，两人就断了联系。直到 2016年年底，高红

又联系他说有一个云南人给她看病治中风，两

人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多，现在她想回南阳与张

某一起生活，但是那个云南人不让回，她决定偷

跑回家，让张某提供路费。张某当时信了，给高

红提供的银行卡账户打去了 5.8万余元。可是

等到 2017年 9月，高红也没有回来。2018年 2
月，正在张某疑惑时，高红又打来电话，说自己

逃到广东中山时与人发生纠纷，被暴打一顿，幸

亏一名姓赵的姑娘救了她，送身无分文的她去

医院治伤，现在想把医药费还给这位姑娘。对

于高红的话，张某深信不疑，甚至觉得高红一连

串的遭遇挺可怜，于是往那位救助高红的好心

人卡上打了 1万多元。姓赵的“好心人”还专门

打来电话说钱已收到。张某本想问问高红的情

况，可是对方很快就挂了电话，之后就再也打不

通了。至此，张某已给高红打过去 12万余元。

与高红失联后，张某有了不好的预感，她觉

得高红是被人害了，于是给广东中山警方写信，

希望能够解救高红。中山警方调查后根本查不

到高红在中山出现的任何信息，便建议张某到

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报警。

办案民警听了张某的叙述，心中疑窦丛生。

高红每次要钱都会说会回来跟张某一起生活，但

是四年了一次面也没露，这种情况和常见的婚姻

诈骗案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张某会不会遇到了

骗子？于是，民警核查高红的相关情况，竟然没

有一个是张某要找的高红。依据多年的办案经

验，民警初步判断这就是一起诈骗案。

老汉救“妻”
揭开一宗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