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孩子是无辜的，
全社会应关注这一现象

“我们知道这是个社会难题，但顽疾总得

治！”昨日，合肥市民吴咸告诉记者，其实这样

的问题出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问题为何得不

到根治，一方面跟这些“利益操纵者”昧着良心

赚钱有关，另一方面跟有关职能部门“不负责

任或者踢皮球”有关。

“孩子才几岁，他们是无辜的！”吴咸说，全

社会应该关注这样一个不和谐的现象，让这些

孩子们回到课堂，回到他们的同龄人当中去。

省民政厅福利处相关负责人称，街头

乞讨的儿童，有的是父母带过来的，有的

是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幕后操纵，对这些

乞讨人员需要采取综合治理，以及城管和

公安部门的联动。目前，民政部门对这些

流浪人员实施了主动救助办法，碰到恶劣

天气，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会主动上街进行

救助，对这些流浪儿童实施临时收留，如

果查到父母的就遣送回去。救助站的收

留期限为10天，如果查不到父母的，又不

能确定为孤儿的，目前也只能在救助站多

待几天，最后还是要放到社会上去。不过，

国家正在修改完善这一块。另外，对这些

流浪人员的整治，还需要市民的举报，及时

拨打救助站的电话（0551—5660426）。

省民政厅：治理流浪乞讨儿童需城管和公安部门联动

“我们对你们的报道很重视，目前正

在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的流浪儿童进行

调查，符合条件的，会立即送往救助部

门。”昨日下午，合肥市庐阳区商务局一

名负责人专门打来电话告诉记者，合肥

市步行街区管理办公室正在组织流浪行

乞儿童前往救助部门。

“每年一到年底，出来要钱的小孩子

就特别多，因为有幕后操纵的大人，所以

管理起来特别难！”合肥市步行街区管理

办公室孙俊主任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每

天都要“遣送”五六名儿童到救助机构，

但是时常会出现“前脚送走，后脚又到”

的尴尬局面。孙俊还告诉记者，这些儿

童分别是自己的父母或是亲戚从外地带

到安徽，由于能“赚钱”，他们大多数时间

并不愿意生活在救助站里，也就会出现

“公安反复送到救助站，儿童反复又回到

原地”的情况。

“这些孩子在街面上行乞，不仅自身

安全得不到保障，另外还严重影响了城

市的形象。”孙俊说，下一步，他们会继续

加大和有关部门协商的力度，争取早日

摸索出一条更有效的管理办法来。

步行街区管理办公室：正组织对辖区流浪儿童进行调查

昨日下午，合肥市救助站业务科一名

姓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流浪儿童

背后的确存在由大人“操纵”的现象，有时

候在行乞过程中被公安部门控制后，符合

条件的就会被送达救助站实施救助。

“一般情况下，他们被公安部门送来

以后，很快就有人来认领，如果没人认领，

我们会找到他的家庭地址将其送回原

籍。”该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由于这些孩

子将行乞作为“职业”，而大人也会制定严

格的“内部管理措施”，很多情况下“孩子

们还是不习惯住在救助站里”。

合肥市救助站： 符合条件的行乞儿童将被送达救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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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报记者对省城街头乞讨儿童的现

状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不少乞讨儿童的背后

都有操纵者，他们把这些儿童当成摇钱树，坐

享“战利品”。昨日，文章见报后，立即引起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不少读者纷纷致电本报，呼

吁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对这些乞讨儿童进

行救助、遣送，同时追究幕后操纵者的责任。

记者 何曙光 李尚辉

2010年10月10日，几名群众焦急地走

进芜湖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报案，称他们被

石某、冯某夫妻俩骗了巨额资金。就在警

方着手调查时，第二天，又有群众分别向警

方报案，也反映被石某、冯某夫妻俩骗了。

警方经调查得知，石某、冯某是夫妻

俩，在芜湖市经营家具和木业制造，给人

的印象是财大气粗。自2008年1月以来，

两人以公司经营需周转资金为由，向身

边的朋友、熟人高息借款，一度被借款人

视为“财神爷”。然而，2010年10月初，一

些借款人发现，本该归还本息的石某、冯

某忽然下落不明，借给他们的数千万元

到期后一直没有归还。于是，焦急的他

们向警方报案。

本报关于“流浪乞讨儿童”报道引热议，有关部门表示：

救助流浪儿童需城管、公安联动

夫妻导演吸金骗局 疯狂套取一亿二
芜湖市警方破获一起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两嫌犯落网

芜湖市一对夫妻以公司经营需周转资金为由，大肆向身边朋友、同事或间接通过担保公司借得现金或房屋产权证，并用房屋

产权证到银行或担保公司抵押贷、借款，10多年来，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1.2亿。近日，芜湖市警方成功侦破此起特大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该夫妻俩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

张红 记者何曙光 小雨 青松

经审查，石某、冯某夫妇均年过半百，

10多年前，夫妻俩在芜湖市经营家具和木

业制造。

2000 年 3 月至 2010 年 9 月，该夫妇

俩资金周转不灵，经过精心策划，他们导

演了场场骗局——以经营需要周转资

金为由，利用高额月息为诱饵，采取出具

借条、借据或签订借款合同的方式，先后

向朋友、同事借款。一开始，他们按时返

还借款人高额利息，赢得大家的信任，借

款数额不断增加。同时，他们又通过担

保公司借得现金或房屋产权证，然后使用

房屋产权证到银行或担保公司抵押贷、借

款供自己使用。截至2010年 10月案发，

石某、冯某先后向社会群众高息借款达

1.2亿元。眼看借款无法偿还，两人便寻

机躲藏，并准备外逃。目前，犯罪嫌疑人

石某、冯某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

夫妻导演吸金骗局

接报案后，警方高度重视，立即安

排警力展开调查取证。随着案件的深

入调查，警方发现，向石某、冯某夫妇借

款人数众多，资金巨大。10 月 12 日，芜

湖市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听

取案情汇报后，紧急召开专案会议，决

定由经侦支队牵头立案，从经侦支队及

开发区、镜湖公安分局抽调精干警力成

立“10·12”专案组，要求专案组内紧外

松，分工明确，以抓捕、取证、维稳三个

小组快速展开工作。

10月 13日，专案组获得线索，石某、

冯某住在芜湖市铁山宾馆。警方迅速赶

到该宾馆，将准备出逃的犯罪嫌疑人石

某、冯某抓获。

两嫌疑人落入法网

“财神爷”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