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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舒翼 杨文豪 孟可
图文报道） 比邻而居的叔嫂两
家，因为一堵墙产生了激烈的争
执，甚至闹上了法院。昨天记者
从溧阳法院了解到，经过承办法
官的多次现场调解，双方达成了
调解协议，并承诺作为亲戚要和
睦相处。

原告戴某是被告史某的嫂
子，双方房屋相邻。因为房产分
配等家庭遗留问题迟迟未能解
决，双方之间一直存在矛盾。不
过这么些年来，虽说来往不多，彼
此还能相安无事。

近日，史某在戴某不知情的
情况下，擅自拆除了戴某家院子

的围墙。戴某多次找史某交涉，
双方均未能达成一致。于是戴某
起诉至法院，要求史某对自家院
子的围墙进行修缮。

史某承认，其哥哥多年前因
意外去世后，他与嫂子在分家时
就产生了矛盾。他辩称此次之所
以拆除戴某家的围墙，是因为戴
某自行修建的围墙影响了他的日
常出行。

“你拆了我的墙，就要帮我修
好。”“你的墙影响了我出行。”第
一次开庭时，双方各执一词、互不
相让，均认为对方有错在先。考
虑到本案不仅属于邻里纠纷，更
是家事纠纷，且双方之间积怨较

深，简单判决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矛盾，甚至会激化双方矛盾，承
办法官决定积极开展调解工作，力
争化解纠纷，解开双方的心结。

承办法官经过调查，了解到
公安机关及当地村委会也曾对叔
嫂双方进行过调解，于是走访了
公安机关和村委会，充分了解双
方矛盾纠纷的背景以及根源。

随后，承办法官组织双方到
拆墙现场，了解双方房屋的坐落
位置以及出行情况，当场向双方
讲解了应当按照方便生活、团结
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
相邻关系。

见到双方仍然固执己见且情
绪激动，调解即将陷入僵局，为避
免激化矛盾，承办法官决定采取

“背靠背”调解的方式，与法官助
理分开叔嫂二人进行劝解，从相
邻权的法律规定，两家本是血浓
于水的亲戚角度出发，纾解双方
心中的怨气。

经过耐心化解，最终叔嫂双
方达成了调解方案，在不影响史
某出行的前提下，由史某对被拆
除的围墙和破损的地面进行修
缮。双方都表示，今后将和睦相
处、减少争执。

至此，本案纠纷得到了实质
性化解。

叔嫂为墙打起官司，法官调解唤回亲情

■记者 汪磊 通讯员 秦瑶

最近一周时间，投资理财
类（含“杀猪盘”类）诈骗发案占
比10.1%。受害人简女士以为
遇到“真爱”，从银行取出了60
万余元现金，跟着对方投资理
财。“骗子为了规避线上警方打
击，雇佣马仔在线下取钱。这
是今年以来多发的电诈新套
路，大家一定要当心。”反诈中
心民警提醒道。

重点案例 1
女子陷入杀猪盘被

骗60万余元

11月10日，市民简女士报
警。她近期通过抖音结识了一
名“优质男友”，对方称自己的
哥哥在某证券公司工作，有内
部消息稳赚不赔，并打算带简
女士投资。接着，该男子通过
微博给简女士发了网址，让其
下载一款聊天App。同时，他
教简女士登录证券的网页，给
简女士看自己充值、收益的情
况。

简女士发现，对方两天就
赚了 1万多元，顿时心动了。
简女士也联系客服获取充值银
行账户，在平台投资黄金。没
几分钟，她看到投资都是盈利
的。男友接着又跟简女士说投
资比特币可以赚更多，让简女
士去准备现金，马上会喊人来
拿。这时候，简女士比较相信
对方，就直接到银行去取了大
量现金等人上门。过半个小时
左右，有人到指定地点，一手交
易“虚拟币”，一手拿走了简女
士的60万余元现金。此后，简
女士提现，但是一直没到账，便
询问客服。客服说提现需要加
收20%的“委买服务费”。她意
识到被骗，损失了60万余元，
立刻报警。

民警分析：骗子以“荐股专
家”“优质对象”的身份诱骗投
资；营造“稳赚不赔”假象吸引
受害人注资；利用“手续费/服
务费”“解冻金”“税金”等话术
骗钱，让受害人提取大额现金
或黄金，通过“网约车”送到指
定地点“洗白”，从而诈骗资金。

民警提醒：“线上诈骗+线
下取现/购买黄金”已成为常见
诈骗套路，受害人大额取现或
购买黄金，交给指定人员或运
送到指定地点，不仅被骗财，还
成为了帮助骗子完成赃款转移
的“电诈工具人”。

重点案例 2
“民警”给你打视频？

这种视频电话不要接！

近日，来自常州的蒋女士
突然接到一个FaceTime视频
电话，对方自称是徐州市公安
局“陈警官”，报出了蒋女士的

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称其涉
嫌一起“洗钱案”，要求蒋女士
配合公安机关调查。“陈警官”
表示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
是通过线上办理案件，第二个
是亲自到省公安厅配合调查。
蒋女士慌乱之下表示自己家中
有小孩走不开，于是选择了线
上办理。

紧接着，“陈警官”要求蒋
女士提供银行卡号和密码，蒋
女士心生怀疑。可这时，“陈警
官”突然通过视频拍摄其所在
公安局的办公环境，还将自己
穿着警服的样子拍给了蒋女士
看。看到这些后，蒋女士立即
打消了疑虑。“陈警官”让蒋女
士添加其为QQ好友，之后发
来一张“公安部刑事逮捕令冻
结管制令”照片，上面赫然写着
蒋女士的名字。蒋女士见状愈
发害怕，立即听从“陈警官”的
指示下载指定App，并与对方
开启屏幕共享。

聊天时，“陈警官”发来一
个网址，称这是案件查询网
站。蒋女士登录后果真看到了

“某集团非法洗钱案”，醒目的
案件编号和自己的身份信息给
蒋女士带来了窒息的压迫感。

“陈警官”表示，他们查到其银
行卡有问题，要赶紧进行资金
保护。于是，蒋女士根据“陈警
官”的要求，将自己卡内42000
元转到指定“安全账户”。蒋女
士转账成功后，“陈警官”立马
挂断了电话，多次回拨也一直
无人接听。此刻，意识到自己
被骗的蒋女士才报了警。

警情周报
电诈警情同比大幅

度上升

根据警务平台警情库统
计，11月6日至13日，电信网
络诈骗警情同比上升44.4%，
环比上升0.8%。从发案类型
来看：网络诈骗占87.0%，电话
诈 骗 占 9.7% ，短 信 诈 骗 占
3.3%。从作案手段来看：兼职
刷单类占22.7%、冒充客服注
销会员类占15.8%、虚假博彩
类占 12.1%、虚假购物类占
11.3%、网络贷款类占6.9%、投
资理财类占6.1%。

女子陷入“杀猪盘”后——

取了60万余元现金交给骗子

本报讯（何嫄 图文报道）
1941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动画
长片《铁扇公主》今年完成了4K
修复，并进行了全球公映。我市
非遗项目周家剪纸近日应中国电
影资料馆之邀，将这部老电影中
的“芭蕉扇”元素与剪纸进行了碰
撞融合，推出了“文创小物”——
黄铜书签版“芭蕉扇”。

说起“芭蕉扇”，就会让人联
想起《西游记》中“孙行者三调芭
蕉扇”的故事。这把威力无穷的

“芭蕉扇”，能灭腾腾烈焰、解走投
无路之困，在不同版本的影视作
品里，有着不同呈现：出现在
1941年长篇动画《铁扇公主》里
的“芭蕉扇”，造型古朴，尽显中式
审美；1986年央视版《西游记》里
的“芭蕉扇”，精致秀美、金光闪

闪；1995年《大话西游之大圣娶
亲》里的“芭蕉扇”，扇体硕大、风
力无穷；1999年央视动画版《西
游记》里的“芭蕉扇”，古朴自然，
简约而不简单……

为向4K修复并全球公映的
《铁扇公主》致敬，周家剪纸今年
应中国电影资料馆邀约，将片中
中式古朴的“芭蕉扇”与传统剪纸
纹样进行了创新混搭，碰撞设计
产生了中式宝扇图案，并制成了
尺寸为55mm×80mm的“文创
小物”黄铜书签。这枚书签巧借
芭蕉叶形态，以飘逸云纹作为装
饰，并以精致的镂刻，让金属“温
柔如水”，使传统风有了新潮范
儿。

剪纸，又称刻纸，作为一门古
老的民间艺术，被誉为“江南一枝

花”，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周家剪纸由
我市老艺术家周蕴华开创，并由
其子周冰及团队不断发展，目前
已成为我市地域文化的重要品
牌，设计作品曾获国家级民间文
艺最高奖项“山花奖”，并在国内
外各类艺术大展中屡获奖项，还
多次赴欧洲、美洲、澳大利亚等举
办展览。

常州非遗与经典老电影联手

剪出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本报讯（汤怡晨 谢涛）“感
谢交通执法支队，帮我顺利考上
出租车从业资格证，以后我可以
正大光明地从事客运经营了。”
13日上午，赵师傅将一面题有

“执法为民显真情 排忧解难暖人
心”的锦旗送到了常州市交通执
法支队，感谢在考取从业资格证
过程中，执法部门的“一对一”服
务。

赵师傅1998年从安徽来到
常州后，做过厨师、摩的司机，因
为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一技之
长，后来开起了“黑车”。

今年以来，常州市交通执法

部门积极探索“部门联动重拳出
击+属地协同助困帮扶”的非法
营运基层治理模式。针对“黑车”
流动性强、违法行为隐蔽等情况，
市交通执法部门加强与市公安部
门联勤联动，开展“线上+线下”
联合执法模式，对长期在常州火
车站开展“黑车”非法营运行为实
现精准打击，形成了“查处一起、
震慑一片”的整治效果。

严厉打击只是手段，引导教
育其走上合法经营的道路才是目
的。市交通执法部门主动对接天
宁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对赵师傅
等9名“黑车”司机进行家访。在

了解“黑车”司机基本情况后，市
交通执法部门与属地政府明确了
转岗帮扶方案：由公安部门对他
们进行背景审查，符合网约车、出
租车从业要求的人员，由交通执
法部门帮扶“合规”上岗；各街道
列明帮扶岗位，让他们通过“双向
选择见面会”自主择业，属地社区
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岗位
适应帮助。

常州市交通执法部门进一步
接洽街道，充分听取相关人员个
人意见，全力破解“黑车”司机不
想转、不敢转、不能转难题。目
前，已有4人完成转岗再就业。

“疏堵结合”破解非法营运治理难题

“黑车”司机“转正”

法官（右一）在拆墙现场为史某（右二）和戴某（左二）进行调解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
你和家人遇到骗子，请立即
拨打“110”或市反诈中心电
话“81993450”。同时，希望
曾经上当受骗的市民勇敢
站出来，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86633355，现身说法，
讲述自己的受骗经历，帮
助他人远离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