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院审理认为，施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方法，多次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施某到案后对诈骗
夏某的事实不认可，且对三名被

害人的被骗款项均未返还。法
院遂根据施某的犯罪事实、情
节、后果和社会危害性作出前述
判决，同时责令施某返还被害人
夏某 3542271.26 元，返还被害人
王某甲 320186.12 元，返还被害
人王某乙56500元。

法院判决

案情回顾

施某，江苏省如东县人，在以
恋爱名义与被害人夏某交往期
间，2017年6月至2022年8月，施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本人
实名注册的“chen***88”微信号，
虚构“陈某某”女性单亲妈妈人物
形象，添加夏某及夏某闺蜜刘某
微信好友，谎称自己可以分析运
势、星座等，利用自身对夏某及其
家庭的了解骗取夏某信任后，称
施某是夏某的“正缘”，并哄骗夏
某以其算好的各种特殊数字给

“陈某某”指定账户过账，可以对
夏某运势好，进一步骗取夏某信
任。同时，施某对夏某编造其在
澳门公司出事、本人名下账户被
冻结等虚假理由，又用“陈某某”
身份对夏某编造以其算好的各种
特殊数字给施某微信账户转账，
可以解决施某名下账户解冻等困
难，骗取夏某多次转账。施某利
用 上 述 手 段 骗 取 夏 某 共 计
3542271.26元，用于吃喝、游戏等
充值、打赏主播等个人消费支出。

2022 年 3 月，施某自称“薛

某”，通过网络直播平台认识了
封丘县被害人王某甲并添加微
信好友。施某自称在政府部门
上班，家中有煤矿生意，以恋爱
名义和王某甲交往取得王某甲
的 信 任 。 从 2022 年 6 月 起 至
2023年10月，施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使用修图软件将本人伪造
的与“刘律师”“农行王行长”等
虚假人物的聊天记录，伪造的支
付宝、微信余额各被冻结 800 多
万元等截图发给王某甲，称其微
信和支付宝资金账户被冻结，急
需资金疏通关系解封为由，多次
骗取王某甲共计 320186.12 元，
用于吃喝、游戏等充值等个人消
费支出。

2023 年 7 月份，施某在如东
县认识了被害人王某乙，并以恋
爱名义与其交往取得王某乙信任
后，2023 年 8 月至 2023 年 12 月，
施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上
述骗取王某甲的同样手段，多次
骗取王某乙共计56500元，用于吃
喝等个人消费支出。

法官提醒

网恋需理性，转账要三思，莫让“甜
蜜”蒙蔽双眼。

核实身份信息，警惕虚假人设

诈骗分子常常会通过伪造自身职
业，比如伪装成公务员、海归或者企业高
管等身份，来获取他人信任。此外，他们
还会虚构自己的家庭状况，营造出一种
可信的形象，以此来实施诈骗。为了避
免遭受诈骗，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务必
通过多种方式确认对方身份的真实性。
其一，选择线下见面的方式，通过面对面
的交流，观察对方的言行举止、神情态度
等，从一些细节之处判断其真实性；其
二，借助亲友核实的方法，向对方的亲友
侧面了解其相关信息，以确认对方所描
述内容的真实性；其三，采用社交账号交
叉验证的手段，查看对方不同社交账号
上的信息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之处，以此
来综合判断其身份的真伪。

警惕“完美人设”陷阱。小心陷入
“理想形象”的圈套。网络诈骗者经常利
用豪华车辆、昂贵手表和旅行照片等元
素来塑造一个虚假完美的社会形象，以
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并赢得信任。一旦
建立了这种信任，他们就会开始向你索
取金钱。因此，在网络交友时，我们必须
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这些精心设计
的假象所欺骗。

谨慎处理金钱往来，拒绝不合理要求

警惕频繁索财行为。骗子们常以
“家庭问题”“资金短缺”“绝佳投资”等借
口要求转账，甚至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来

施加压力。在恋爱关系初期，若对方提
出大额转账或借款请求，应立即提高警
觉。

区分借贷与诈骗的界限。若转账时
明确为借款（如签署借条、有聊天记录佐
证），分手后仍需偿还；但若对方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如已婚身份或虚假用途），
则有构成诈骗嫌疑。

保留证据，及时维权

保存关键证据包括聊天记录、转账
凭证、语音通话等，尤其是索取钱财的理
由及承诺还款的记录等。

及时报案止损，一旦发现被骗，应立
即报警并提供证据链。

了解常见诈骗手法

分饰多角型。冒充亲属、媒人或异
性身份，通过多个账号编造剧情。

情感操控型。先建立亲密关系后，
以“分手威胁”“紧急求助”等心理控制手
段索要。

投资诱导型。假借婚恋关系，诱导
参与虚假投资或赌博。

长期敛财型。长期虚构身份，逐步
提高索要金额，比如从小额红包到大额
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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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城事

新乡医学院更名 校门口成“打卡点”
本报讯（记者 刘志松）连日来，新乡

医学院校门前人流不断，成为“打卡
点”。风华正茂的毕业生、白发苍苍的老
校友，不少市民也纷纷在此驻足，用相机
定格这座承载无数人青春与记忆的学府
容颜。教育部不久前公示的批复——这
所百年老校更名为河南医药大学。

“录取通知书上是新乡医学院，毕业
证上就成了河南医药大学，仿佛上了两
所大学！”6 月 20 日，即将告别母校的周
口籍学生言语间满是不舍。五年时光，
他亲历了新乡东区的飞速变迁，更难忘
母校的精心培养。无数毕业生与他一
样，在离校前依依不舍，于校门口校牌前
留下珍贵的合影。

校门前，还有更多跨越时光的深情
重逢。焦作籍的崔先生与昔日同窗相聚
于熟悉的校牌前，回忆当年的点点滴
滴。新乡医学院不仅成就了他的事业，

更成就了他的家庭——他与同学结为连
理，如今双双成为医疗战线的中坚。加
上岳父岳母，一家两代人的职业生命线
都曾在这片医学沃土上扎根。

从沁阳市赶来的郎先生也有太多的
感慨，30年前，他从这里毕业，回到家乡
工作。今年毕业季，他又一次来到母校
门口拍照留念。可喜的是，他的女儿今
年从这里研究生毕业。父女同校，姐妹
共读的故事，在新乡医学院并非个例。

近半个月来，从清晨到夜晚，校门
前的快门声此起彼伏，人们以影像珍藏
过往。对无数新医人而言，无论校名如
何变迁，这里永远是他们悬壶济世，梦
想扬帆起航的港湾，其培养的一批又一
批医学人才，早已如繁星般照亮了中原
乃至更广阔天地的健康之路。这块即
将更换的校牌，凝固着历史，更昭示着
未来。 毕业生在校门口校牌前合影留念

警惕落入网恋的“甜蜜陷阱”
□记者 申长明 通讯员郭文涛 司想丽

34岁的男子施某从2017年6月至2023年12月以谈恋爱为名，以会“算卦”、在机关工作、家中有煤矿等为幌子，获
取女性的信任，在约六年半的时间里，共计诈骗3名女性3918957.38元。6月19日，记者从封丘县人民法院了解到，封
丘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