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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团伙
“借”来身份证行骗

今年2月，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联合

福建厦门警方打掉一买卖身份证信息违法

犯罪团伙，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3名，查获

上百套身份证和银行卡。

经调查，从2018年12月起，该犯罪团

伙主要犯罪嫌疑人罗某军、任某等人，通过

网络联系到境外一网络电信诈骗团伙，对

方主要收购身份证信息和以此办理的银行

卡，要求银行卡必须在3个月内真实有效，

每套证件刨除成本纯利800元以上。

由于这一生意比简单买卖身份证信息

利润还要高，于是罗某军等人开始纠集社

会闲散人员，瞄准进城务工人员群收购身

份证，向该团伙大量提供身份证信息和银

行卡。

为了打消务工人员的顾虑，罗某军等

人大多利用老乡关系，在外来务工人员中

收购身份证，对外称之为“借”，给务工者的

钱被称为“感谢费”。每收一张身份证，他

们会给予200元至500元不等“感谢费”，

约定使用期限为3个月。罗某军等人在短

短两个月时间内就收购了数百张身份证，

获利5万多元。

公安部门查实，这一境外网络电信诈

骗团伙一方面利用这些银行卡，收取被诈

骗人的钱，并把诈骗资金在大量银行卡间

进行十分复杂的转进转出，试图洗白赃款，

增加公安机关调查难度；另一方面利用真

实的身份信息伪装自己，骗取被诈骗人的

信任。

出行时
发现莫名成了“老赖”

身份证件现已经成为人们出行、工作、

就业等参与诸多社会活动的通行证，没有

身份证件，寸步难行。而一旦身份证件被

他人冒用，则会给自己带来难以估量的损

失和麻烦。

今年1月，西南政法大学教师韩先生

准备回家过年，突然发现无法乘坐飞机和

高铁了，查询后得知其名下有一家公司，被

山东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列为拒不执行偿还

1800万元欠款的“老赖”。为此，他被法院

拉进了限制高消费黑名单。

韩先生发现身份证件被冒用后，通过

各种途径寻求救济，要求有关部门查清真

相恢复自己的身份信息，更正、清理与自己

无关的信息。在这一复杂漫长的过程中，

他为处理此事先后支出了住宿费、交通费、

律师费等2万余元，还承受了难以正常出

行以及精神、名誉损失等多重伤害。结果，

冒名者也仅被济南警方行政拘留5日。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轻易泄露自己身

份证信息的情况很多。比如在使用各种网

络APP软件时轻易留下自己的身份信息、

联系方式，在朋友圈“晒图”时把身份证也

拍了进去，网络聊天中把自己的身份信息

发给对方……很多人对自身身份信息保护

不够重视，给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留下

了很大空间。

部分公民
身份隐私意识薄弱

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告诉

记者，他们对涉案的务工人员进行调查时，

发现大部分人均认为身份证“外借”对其影

响不大，直到因身份信息外泄，造成严重后

果或危及自身利益时才如梦方醒。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在学生群体中，

“借”身份证的行为也十分常见。日前，在

重庆大渡口区一网吧里，记者发现几名高

中生正玩得不亦乐乎，但按照相关规定，未

成年人并不允许进入网吧。记者与几名学

生交谈后才知道，虽然网吧规定要年满十

八周岁才能刷身份证上网，但网吧的管理

人员在刷身份证的时候，并未坚持“人证一

致”的原则，不少未成年人就通过“借刷”的

方式出入于网吧内。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建

律师称，根据居民身份证法规定，购买、出

售居民身份证的，一经查出，将被处200元

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处10日以下

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利用

身份信息从事犯罪活动的，将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李建表示，目前在打击利用个人信息

违法犯罪活动中，对出卖本人身份信息的

行为惩处力度不足，建议应加大依法惩戒

力度。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在身份证件管理

不太严密的背景下，应优化身份证件的管

理，提升身份证件的科技含量，更应严厉追

责冒用行为，让这些始作俑者付出应有代

价。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角度，将未尽到

妥善管理身份信息造成他人利益受损的行

为列入失信惩戒对象，不断提高居民保护

个人身份信息的意识。

“月薪过万”更像是个传说

“快递这行真的不好干，很多人说我们

快递员月薪1万多元，可那只是个传说。”

在兰州某高校附近见到派送快递的刘振平

时，他一脸苦笑。

“干得越多，错的可能性就越大，罚款

也就越多，真正到手里的没多少钱。”刘振

平介绍，大多数快递员的工资都是以件计

算，他所在的公司送一单挣一块钱，不管大

件小件都是这个价格。

做快递员一年多了，刘振平还没有月

薪过万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月是去年11

月，‘双11’送了大概有6000多单，工资也

应该6000多块钱，但除去因各种情况造成

的罚款，最后到手只有5000多块钱。”

刘振平用来送快递的车是公司分配

的，相当于快递公司卖给了他，每个月再从

工资里扣500元，连扣10个月。平时车坏

了也要自己花钱修，在公司给车充电，停放

的位置不对也要罚款。

42岁的王树山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快

递公司卸货，再把货送到自己负责的3个

菜鸟驿站，平均一个月工资就是三四千

元。王树山有过被人敲诈的经历。有一

回，他把快递按要求放在了指定地方，明明

是客户取走了，但后来这个客户说没拿到，

表示要投诉报警，王树山只能自己“吃哑巴

亏”照价赔偿。

在王树山就职的快递公司，快递员第

一次被投诉罚30元，第二次罚500元，第

三次罚1000元，逐次递增。“就那么点辛

苦钱，经不起罚呀！”一旦货出现问题，快

递员都尽量自己跟客户协商解决，“赔笑

脸说好话”。

“不光是体力劳动
也是脑力劳动”

在兰州，大多数快递员每天要工作

10到12个小时，早上8点前要到快递公

司，卸货、扫描、分货工序需要花上一个

多小时，然后再拉上自己所负责区域的

货去派送。

“不光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一

整天都在找货、找地址、打电话，精神时刻

紧绷着，生怕出一点错。”刘振平正是年富

力强的年纪，但每天在路上一跑就是10多

个小时，一天下来，经常会吃不消，“感觉很

疲乏，只想倒头就睡”。

平日里拉着满满一车货出门，刘振平

总感觉时间特别紧张，尤其是联系上客户

自己取件时，“客户来得慢了，心脏老在怦

怦跳。”

除了派件的工作压力，快递员们还有

收件的压力。刘振平的公司要求平均一天

要收10单，不达标也要罚钱。

今年24岁的江洋在合肥做快递小哥

已经是第3个年头，“风里来、雨里去，一年

到头不管刮风下雨都要上路”。江洋每天

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下午1点吃饭，吃

完回公司再装货出来，下午继续派送，正常

情况下晚上8点多才能下班。

“除了过年放几天假，没有一个休息

日。”对于江洋来说，这份没有底薪的工作

经常让他感觉很累，“别人都以为你想不跑

就不跑，但每天睁开眼，你不跑起来就挣不

到一天的钱。”

如何更好保障快递小哥权益

快递小哥在城市的辛劳工作给很多人

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是现代经济社会中

的重要一员，但他们的社会保障并不完善。

在一家快递公司工作已经半年的贺峰

说，公司给交了“三险”，保险费由公司负担

一部分，自己每月再交350元，“相比其他

很多快递公司，这样的待遇已经算是很好

了”。

而江洋所在的快递公司，没有给他上

任何保险。“社会保险没有，工作又辛苦，就

是个临时工作。”江洋说。

快递工作中遭到客户投诉是常有的

事，快递公司出面维护快递员正当权益，应

该是职责所系，可事实并非如此。从事快

递3年，江洋说快递员和客户有纠纷时，自

己所在的快递公司一般不会出面解决，都

是自己与客户沟通。“辛苦是一方面，有时

候感觉很无力。每当遇上纠纷，就更有漂

泊的感觉。”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广播电视台播音

部主任孙维一直在关注快递从业人员的工

作和生活状况。孙维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称，快递从业青年对职业的自我认可度高，

但同时，在社会融入、职业发展、工作获得

感等方面面临压力和困境。

“社会对快递从业青年尊重、认可度和

职业支持度还不高。”孙维调研发现，

20.79%的快递从业青年感觉自己城市归

属感差，快递公司也普遍反映一些客户对

快递小哥不够尊重。

此外，快递从业青年劳动与社会保障

制度不完善。孙维发现，24.74%的单位没

有与快递小哥签订劳动合同，49.7%的单

位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现有的行业

规范制度滞后，通行难、停靠难、投递效率

低，矛盾纠纷中快递小哥权益维护难等是

他们工作中面临最多的问题。”孙维说。

他建议，要切实发挥群团作用，保障快

递小哥权益，落实快递行业基本社保制度，

健全生活保障体系，加强快递小哥技能培

训和环境营造，提升快递小哥工作获得感

和社会融入度，建立健全快递行业规范机

制，才能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赵新磊、钱鹏、

贺峰、江洋均为化名）

快递小哥：“漂”在城市的陌生人
《中国青年报》马富春

如今，城市里总有这样一群人：穿着整齐的服装，驾驶满载货物的车子，在

大街小巷中来回穿梭，风雨兼程，只为及时将货物送达主人。这些人大都了解

客户的购物习惯及作息时间，却少有客户知晓他们的名字。

他们就是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快递小哥。

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快递从业人数超过300万名，每天平均工作超过

10个小时。而在很多人眼中，送快递是“弹性工作”“门槛低”“上手快”，甚至还

流传着“收入过万”的说法。

身份证借给老乡赚钱？

“借”身份证背后藏惊人骗局
《工人日报》李国

今年4月底，北大弑母案嫌疑人吴谢宇在重庆落网。据警方透露：在吴谢宇潜逃的3年多时间里，非法持有30余张

身份证用于日常生活。这一细节的披露让身份证非法交易浮出了水面。

记者5月22日从重庆警方获悉，今年一季度以来，重庆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近8000起，同比上升

123.5%。在这些众多的网络诈骗案件中，泄露的身份信息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记者采访了解到，管理身份信息意

识薄弱，给违法犯罪提供了土壤。而随意借出身份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