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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刘晓宇 记者 徐翔

只因父母当着朋友的面责骂了自
己几句，陈某竟拿起菜刀冲父母挥舞。
陈某被警察制伏后，之前还嚷着要把儿
子拘留的陈某母亲心软了。

近日，发生在邙山办事处某村的这
起家庭纠纷令人五味杂陈。

醉酒后，
他冲着父母挥舞起菜刀

15日晚，陈某喊了一群朋友来家
里喝酒，打算“不醉不归”，这架势把陈
某的父母吓坏了。两人出于担心，便当
着陈某朋友的面责骂了几句。

听到父母责骂自己“不干正事”，陈
某觉得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借着酒
劲，他对父亲动起了手。陈某的母亲张
女士把其拉开后，陈某竟扭脸跑进厨房
掂出菜刀，向父母挥舞起来。

这还不够，陈某又将饭桌掀翻，开
始砸家具。愈加激动的他大喊着：“我
不活了！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看着
儿子像发了疯一样，张女士只好拨打
110求助。

拎着刀，
他走向妻子和刚满月的孩子

邙山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了陈

某家中。据民警讲述，陈某见到民警
后情绪更加激动，他边挥舞着菜刀边
吆喝：“你们都别过来，谁过来我砍
死谁！”

对陈某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劝说
后，他始终不愿放下菜刀。此时，拎着
菜刀的陈某突然转身向卧室跑去，这一
举动把张女士吓得差点晕过去——因
为卧室里正躲着两个人，陈某的妻子和
刚刚满月的孩子。

考虑到母子二人的安全，民警与陈
某的姐姐立即冲了进去。在陈某姐姐
的帮助下，民警趁陈某不备，向其喷射
了催泪剂，并一把夺下菜刀。最终，民
警控制了陈某。

酒醒后，
后悔的他向父母道了歉

16日凌晨，被带到派出所的陈某
终于酒醒了。张女士和丈夫也一直守
在派出所，陪在陈某身旁。之前，张女
士直说让警察把陈某这个不肖子拘留，
可此时，她又心软了。

酒醒后，陈某很后悔，意识到自己
的恶劣行为后，当着民警的面，他向父
母道了歉。随后，三人一起回家了。

民警说，看得出来，陈某的父母对
他十分疼爱，陈某之所以有这样的行
为，很可能与长期被溺爱有关。

叶先生想起昨日电话中那个自
称110指挥中心“刘警官”的人，不禁
觉得好笑。

昨日上午，叶先生接到了自称是
“刘警官”打来的电话，“刘警官”说自
己是110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说
叶先生“涉嫌一起在外地的杀人刑事
案件”。

一听“杀人刑事案件”这几个字，
叶先生心里一惊，自己本本分分，咋
会涉嫌杀人？

“你的真实姓名叫啥？”“刘警官”
的话让叶先生产生了一些怀疑。

叶先生接电话的是一部座机，
“我既不是这部座机的机主，他也不
知道我是谁，为啥说我杀人了呢？”

“刘警官”接着说：“你的刑事案
件批文在我这儿，你下午带上有效身
份证件到西工区体育场路1号110指
挥中心来找我。”

觉得事有蹊跷，叶先生留了个心
眼，机警地问了一句：“你的警员编号
是多少？”

“10579。”对方居然没怎么犹豫
就说了出来。

放下电话，越想越不对劲的叶
先生还是拨打110报了警，和他预想
的一样，自己遇到的“刘警官”是冒
牌的。

和叶先生在相同时间段接到电
话的还有黄先生。

“我爸上午接到自称是西工区
110指挥中心的电话，说我爸与一桩
外地的刑事案件有关系，让他先把姓
名、身份证号发过去，然后下午去指
挥中心找‘刘警官’。”黄先生的儿子
得知父亲接到这个电话后，一口断定
是“遇上骗子了”，并赶紧报警。

相比叶先生和黄先生，李女士就
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被冒牌110工作
人员骗走49500元钱后，李女士拨打
110报了警。

“我在银行柜台上把这49500元
转到了我的另一张卡上，然后去
ATM机上按照对方的提示，进入英
文操作模式，然后钱就不见了。”提起
这49500元是如何被转走的，李女士
表示“不知道”。

目前，民警正在调查这起电信诈
骗案件。

觉得父母的指责让自己失了面子，一男子便拎起菜刀撒酒疯，终被民警制伏
这场家庭纠纷 竟引催泪剂“出动”

近日，多名市民接到“110指挥中心”的电话，
对方要求报姓名、身份证号，甚至汇款

骗子“应聘”了新“工作”：
110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110指挥中心值班长李峻告诉记
者，110是警方的接处警平台，只受理
群众涉及公安职能范围内的求助、报
警、举报、投诉，不具备办案的功
能。不管是哪一级的公安局、检察
院和法院，都不会通过打电话开展
案件侦查，更不会提供所谓的“安全
账户”来保管当事人的合法财产。
如果市民遇到自称是某法院工作人
员或公安局民警，并要求通过电话
办理相关业务的，就可以认定其是
骗子。

如何防范不断“推陈出新”的
电信诈骗？警方提醒，需做到“三
不一要”。

不轻信：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
话和手机短信，当接到疑似诈骗电话
或短信时，要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并

第一时间告知家属或咨询当地公安机
关；公安部门不可能提供“安全账户”，
更不会指导市民转账。

不透露：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
要受不法分子或违法短信的诱导。无
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及
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情
况。如有疑问，不要通过对方提供的
联系方式进行核实，应拨打有关部门
的办公电话，必要时到其办公地点进
行核实。

不转账：对不熟悉的金融业务不
要在ATM机上操作，绝不向陌生人
汇款、转账。

要及时报警：万一受骗或听到亲
戚朋友被骗，应立即报警，并提供骗子
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
公安机关开展侦查。

警方支招，防范电信诈骗需“三不一要”

有人上了当，被骗近5万元

□见习记者 王若馨 记者 焦琳

昨日，多名市民接到了自称“110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的诈骗电话，有问姓名、身份证号的，
有让带着证件去见面的，还有让到银行柜台汇
款的。虽然接到电话的大多数人都留了个心
眼，但还是有人被骗走了近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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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 雅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