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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说法
明明没下单，快递却说要送 &"台冰箱到家中？

这样的“惊喜”让消费者吓了一跳
| 30台已付款冰箱要送货上门？

  月   日，黄女士接到平台物流的短信，说有

冰箱要配送，因家中在装修，也确实买了一台冰箱，

黄女士便没有生疑，并表示希望延后配送。

过了几天，  月   日，黄女士又接到平台物流

工作人员的电话，再次确认配送时间。“我想着正好

有时间，就表示当天就可以。结果对方透露，是   

台西门子的冰箱。”黄女士听到后大为震惊：“我说

我没买过   台西门子冰箱啊，但对方说，手机号和

收货地址就是你的。”

黄女士表示，见对方如此笃定，她立刻向该平台

物流工作人员索要了运单号，并在平台快递小程序

查询，发现确实是一笔   件货物的订单。

记者从黄女士留存的截图中看到，订单显示，该

运单对应的物品信息为：“货物为       ，

            ，  件”，寄件方为博西家用电器

（中国）有限公司，收件方为“沈”，收货地址为宝山

区一居民小区某室。

“这个收货手机号和地址，的确是我的信息，但

我家没有姓沈的，我和家人也确实没下过单，怎么会

这样呢？”

  月   日，黄女士向记者表示，  月   日

至今，她多次联系平台客服反映情况，“客服一

开始说是线下门店下的单，让我确认一下是不是

我本人下的单，还说这批货已经配送出来了，也

已经付过十几万的款了。我明确告诉他不是我本

人下的单，客服说他去查查，可是查到现在也没

个结果，还说因为我不是购买方，所以也不愿告

诉我是谁付的款……”

| 难道信息泄露被有心人利用？

“为什么别人的订单会划在我的名下？是不是

信息泄露了？而且万一真给我送了，我家也放不下这

么多冰箱，我可能还要负保管责任。”

黄女士表示，自己虽然没有损失钱款，但因平台

客服迟迟给不出合理的解释，担心遇到诈骗或最后

说不清楚惹上麻烦，黄女士便拨打      、报警电话

和新闻媒体电话反映情况，并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

社交平台，很快引起了网友热议。

有网友表示，自己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有一阵在平台买过家电，突然有一天平台

就打电话说给我配送  台电视，客服还念出了我

家的收货地址和我的名字，还说是付完钱的订单

……”

“我之前也有电话打来说是冰箱，但是地址

不对，电话是我的，打过两次电话后就没下文

了。”

有网友猜测是黄女士信息泄露被有心人利用：

“有那种折扣黄牛，专门从平台倒腾赚二手差价的，

为了防止被系统风控拦截，就多个随机地址下单，有

概率会随机到真的人。账号在黄牛手上，这种（万

一）收不到货会直接申请退款的。而且到货了一般

都是黄牛自己去站点整车拉。”

也有网友担心黄女士账户被泄露：“查查你的

银行账户有没有少钱”“看看你的平台白条”……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可能是商家下错地址了

……”

| 平台承认物流人员操作失误导致

  月   日上午，记者将黄女士的问题向平台

物流客服热线进行反馈，核对信息的过程中，平台物

流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对应运单号后台显示的收件

方手机号和记者提供的运单截图中黄女士的手机号

对不上，且后台显示运单号收件地址是一个物流公

司。但，该订单收货方名字确实是“沈”。

记者追问是否有可能是平台物流此前在收到黄

女士投诉后更改了收货信息，平台物流客服表示：

“我们这个运单下单后是改不了的。”

  月   日下午，平台物流客服热线有工作

人员向记者表示，经核对订单，不是物流失误导

致，地址是按照商家给的地址进行运输和配送，

“用户端从平台商城订购，商家接到订单后会把

订单派发到物流，我们正常去揽收出库、运输和

配送。”

难道是商家填错了地址？  月   日，记者联

系博西家用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核实情况，当天

傍晚，博西家用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回复邮件表

示，此情况系平台物流人员操作失误导致，他们已

向该客户解释并获得认可，具体请以平台物流的官

方回应为准。

几乎同时，平台方面也官方回应记者表示：“客

户反馈的问题我司非常重视，并已积极介入处理。经

核实，出现此情况系我司物流人员操作失误导致，目

前已按照相关规则对涉事员工进行处罚，并已向客

户解释事发情况，获得客户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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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某知名平台物流配送电话，说要送 30 台西门子冰箱上门，

可我明明没下单啊……”日前，上海市民黄女士向新闻晨报·周到上海

投诉称，她接到配送预约电话后，吓了一大跳，急忙向平台客服反映并

拒收。 然而，在客服提供的 30 件冰箱的运单号上，黄女士却赫然发现，

收件方的手机号和地址，确实是自己的。 “不会是有人要利用我的信息

做什么吧？ ”这样的“惊喜”让黄女士感到无比不安。

那么，30 件冰箱，为何要送到没有下单过的黄女士家中呢？

近期，电信诈骗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一

些看似诱人的“兼职”实则是犯罪分子的新

型套路。杨浦区检察院近期处理了两起案

件，分别是帮人收取快递，以及代买黄金，殊

不知这些情况很可能已经涉嫌犯罪，检察院

提醒切勿因贪图小利而成为犯罪的帮凶。

李某在游戏中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热

情地向他介绍了一个赚钱的路子，那就是帮

忙代收装有某品牌手机的快递，然后再将其

寄给指定的人，从中获得高额报酬。而李某在

明知对方资金来源不当的情况下，仍然选择

冒险，短短两周的时间，李某代取快递的涉案

资金高达   余万元。目前，李某已被杨浦区

检察院批准逮捕。

无独有偶，男子廖某偶然从工友那得知，

代买黄金可以获得高额好处费，尽管他也知

道资金来源存在问题，但是为了金钱，廖某仍

根据上家的指示，使用上家提供的银行卡到

金店购买黄金，然后帮忙转移，涉案金额达

  余万元。目前，廖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检察官提醒公众，电信诈骗和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行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犯罪

分子通过精心设计的骗局，吸引内心不坚

定的人帮忙转移赃款，轻易将钱款转移至

境外，且手段不断更新。公众应做到以下几

点：

  加强防范意识，不要轻易转账。对于电

信诈骗，公众应提高警惕，不轻易透露银行账

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不随意点击

不明链接，对于涉及钱款的行为要格外谨慎。

  抵制高薪诱惑，谨防成为犯罪帮凶。世

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工作，对于付出与报酬不

符的工作要特别警惕。增强法律意识，不要以

为自己未参与上游诈骗，只是帮忙取快递或

跑腿就不会涉嫌犯罪。

  提高甄别意识，及时报警处理。对于回

收店铺员工，应通过问询、登记、索要发票等

方式，仔细甄别高价值物品的回收是否存在

异常情况。如发现可疑情况，应及时报警，不

要因贪图小利而违规回收。

公众应时刻保持警惕，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避免陷入电信诈骗的陷阱。同时，对于任

何可疑行为，应及时向警方报告，共同维护社

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晨报记者 陈 泉

代取快递和代买黄金能赚钱？

贪图小利可能沦为犯罪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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