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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伙同现女友，
PS去世前女友病历骗爱心捐款

“硕鼠”潜逃23年：

收破烂度日，
仅剩14元积蓄

10月20日21时30分，一架由海口飞往重庆

的航班抵达重庆江北机场。在追逃人员押送下，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粮油收储公司原出纳邓文

双脸色苍白走下旋梯。至此，外逃23年的“粮耗

子”被抓捕归案。

这是巴中市巴州区纪委监委在追逃工作中，

抓捕外逃时间最长、涉案金额最大的嫌疑犯。

1996年12月4日至1997年5月8日，邓文双利

用担任巴中市粮油收储公司出纳员职务上的便利，

先后15次以支付业务费为由，在巴中市农业银行

和地区发展银行套取本单位现金共计49万元用于

自己赌博挥霍。怕事情暴露，邓文双于1997年5月

12日下午4时携款潜逃。

邓文双是当年粮食领域最大的一只“硕鼠”。

1997年5月21日，原巴中市检察院（现巴州区检察

院）对邓文双涉嫌贪污犯罪立案侦查。虽四处寻

找，但不见踪迹。

2002年4月1日，邓文双被巴州区公安分局列

为网上追逃对象。远逃他乡，隐姓埋名。邓文双这

一逃就长达23年。

“硕鼠”挪款49万赌博
潜逃23年后被抓

23年来，为逃避追捕，邓文双在广东广州、海

南等地辗转躲藏。因为没有身份证，不敢到工厂打

工、不敢乘坐交通工具、不敢生病就医，身上的钱财

很快花光。从2018年开始，邓文双流落到海南省

海口市美兰区下高村，靠收捡破烂维持生计。

2020年10月20日下午14时。

“邓文双！”一句久违的四川话在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下高村一废旧收购点内响起，正在整理废旧

物的沧桑老汉毫无防备应了声“嗯”。紧接着，一副

手铐戴在了老汉手上。

潜逃23年，邓文双最终还是难逃法律制裁。

邓文双被抓捕时，其简陋的出租房里堆放着废

品垃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捡来的一个没有罩子

的小风扇是房中唯一的电器。此时，他身上仅剩

14元钱。

“这二十几年来我时不时就做噩梦，连昨晚都

做梦被抓了，这些年活得好累。外逃后一直过着没

有身份信息、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住着60元一个

月的破房，真后悔当时没有第一时间投案自首。”面

对巴州公安人员，邓文双感慨万千。

被捕时仅剩14元积蓄
唯一的电器是捡来的小风扇

2020年，在市纪委监委统筹协调和督促下，巴

州区纪委监委集中整合检察及公安机关精干力量，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成立追逃专案

小组，先后五次组织召开协调会议，具体研究追逃举

措、分析邓文双亲属情况、研判潜逃方向、会商缉捕

等有关事项，量身制定了“一案一策”追逃方案，展开

追逃追赃工作。10月18日，巴州追逃干部经过连日

信息比对和大量数据分析，精准锁定邓文双落脚点，

专案组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下高村一废旧收购

点，成功将化名老邓的犯罪嫌疑人邓文双抓捕归案。

“终于回家了，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

这么多年逃亡在外，我真的太对不起我的家人了。

没有给父母尽孝，连临终最后一面都没能见，真后

悔走到这一步。”邓文双被抓时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没有给父母尽孝，
连临终最后一面都没能见”

近日，广东警方破获一起利用虚假病历骗取网友捐款的案件。犯罪嫌疑人

王某非通过自学图片修改技术，篡改去世女友病历，让现女友帮忙接听筹款平台

回访电话等方式，同时在多个大病筹网站上发起爱心捐赠，共骗取筹款6万余

元。

男子利用
去世女友病历筹款

今年2月，某大病筹平台收到一份筹款申

请，申请人王某非为自己患有急性腹膜炎的女

友黄某非发起筹款。但平台工作人员发现，申

请材料中证明人为“0”，“病历”上的时间也做

了涂改。

于是，某大病筹平台找到线下工作人员进

行核实。同时，平台也陆续接到线上举报，声

称申请筹款的病人早在2018年就已去世。

工作人员在拿到了黄某非的死亡记录后，

确认这个女孩已于2018年去世。随后平台向

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广东罗定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

王某非通过涂改去世女友住院资料，先后向国

内各个大病筹平台申请了救助款，骗取总计6

万多元的爱心捐款。

自学图片修改技术
伪造病历

侦查过程中，警方在犯罪嫌疑人王某非的

家里和手机中，发现了其去世女友的身份信息

和住院资料。王某非正是利用这些信息，向多

个大病筹平台发起了筹款申请。犯罪嫌疑人

的手机截图显示，部分大病筹平台已经通过了

审核，善款已被转走。

为了修改去世女友的病历，犯罪嫌疑人专

门自学了图片修改技术，主要是修改住院资料

的日期和联系人电话。比如为了提高在不同

平台的审核通过率，犯罪嫌疑人将同样一张单

据的日期做了修改，一个写的是2月14日，另

外一个日期就变成了5月27日。

同时，为了让申请材料可信度更高，犯罪

嫌疑人王某非还将手术记录、病历简介等病历

信息进行伪造。

侦查过程中，警方还调取了部分大病筹平

台提供的音频认证资料，并意外发现犯罪嫌疑

人的现任女友黄某灵，也涉嫌参与骗取大病筹

平台的网友捐款。

民警介绍，黄某灵主要是帮忙进行实名认

证，通过电话认证的时候冒充死者，来增加审

核的通过率。

目前，广东罗定警方已将这起案件移交当

地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部分被骗善款已通过相关大病筹平台的“先行

赔付”处理机制，原路退还给了捐助人。

为了能够顺利申请到救助

款，一些动歪脑筋的申请人，不

但会涂改病历信息，甚至会提供

一套完整的假病历。而伪造这

种欺骗性更强的假病历，在网上

已经成为一门可以“私人定制”

的生意。

某大病筹平台的审核人员

告诉记者，网上制售病历的渠道

主要是线上交易。在 QQ 软件

中，审核人员以“病历”“证明”等

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很多带有

“病历”字样的QQ网友。

加好友之后，对方又以沟通

和支付方便为由，要求添加审核

人员的个人微信。对方表示，只

要提供姓名和身份证号，就可以

提供任何医疗机构和相关病症

的全套病历。

某大病筹平台病历资料审

核员许歆说：“他会去详细问你

希望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他就会

按照你指定的病，要你的一些个

人信息。”

在收到所谓“患者”的个人

信息之后，不到一天时间，对方

就会提供出一套包括生化检测

单、出院证明和住院费用清单在

内的整套单据，上面还盖有假

章。

伪造假病历成
“私人定制”的
“网络生意”

审核人员告诉记者，网络

上提供的一些假病历没有任何

明显的涂改痕迹，所以欺骗性

很强。但一些大病筹平台仍然

能够在第一时间识别材料的真

假。

近日，某大病筹平台收到了

一份为白血病患者申请大病救

助款的申请，工作人员在审核资

料时发现，病人的病历有些异

常。

这位患者上传的住院疾病

证明书上，不但标注了完整的患

者个人信息，而且还有医生签名

和医疗机构公章。但医疗机构

的公章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

院的儿科。按照规定，儿科只收

治14岁以下的患者，但这份资料

上患者的年龄却写着25岁。

经过和医院核实后，院方存

档的住院证明并不属于这个姓

谢的患者，而是属于一个12岁的

白血病患者。这个假冒的申请

人企图通过篡改个人信息，利用

他人真实的诊断内容骗取善款。

某大病筹平台工作人员介

绍，一旦发现存在问题，平台就

会将这个项目列为重点监管项

目。

针对目前大病筹平台众多、

审核能力参差不齐的现状，业内

专家提醒，网友收到求助信息的

时候，应选择审核技术能力强、

善款收支渠道畅通的平台，最大

程度避免捐赠时的不确定性。

同时法律专家也提醒，骗取

捐款人的钱财达到一定数额后，

根据我国刑法266条的规定，这

种行为涉嫌诈骗罪。

（央视新闻）

骗钱达到一定数额将涉嫌诈骗罪

虚假的检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