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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和上次发现的“西郊公园毛角蚁
甲”相比，“新种莱甲”的个头更大，长
约4-6mm，属于拟步甲科，也就是人
们常说的“甲虫”。

据介绍，在上海动物园以摸底调
查公园内的本土昆虫多样性为目的
的“上海动物园资源昆虫多样性调查
及在保护教育资源中的开发应用”课
题开展过程中，在恋野物语自然探索
工作室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新
种莱甲”采集于上海动物园食肉动物
展区后的香樟林内，总共收集了7头
标本。

这片香樟林（游客止步区）是上
海动物园内环境最为原始，人为活
动较少的一片树林，是上海地区少
有的保存完整的次生林，亦是包括
西郊公园毛角蚁甲在内的许多昆
虫、鸟类、貉等本土动物的重要栖
息地。

上海动物园工程师朱建青是首
个采集到此物种的研究人员，他于
2014年的一个夜晚，在倒落的朽木
树皮下首次采集到这只新物种。

2016-2017年，为了补充研究样本，
恋野物语自然探索工作室在这片区
域通过筛虫法又陆续收集到了6头
标本，并且记录了生态照和习性。

此后经过恋野物语工作室的解
剖和国际专家讨论，最终确认该物种
为新种。

可推断，“新种莱甲”的生境是倒
落的朽木以及落叶腐殖层中，夜间出
来爬行觅食。据悉，莱甲属昆虫迄今
全球记录360余种，其中中国已知有
110余种，主要分布于云南、四川和
西藏。这是上海首次记录莱甲族莱
甲属的甲虫，经过鉴定，此次发现的
也是一个莱甲属的新物种。莱甲属
的昆虫后翅退化，扩散能力较弱，因
而导致了其分布范围极其狭窄。上
海动物园可能是该新物种在上海的
重要分布点之一。

作为一个在上海本土发现的昆
虫新物种，它的名字也应该由生活和
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起来决
定。昨天起，上海动物园向社会发起
征集，为“新种莱甲”取名。

“XXXX”可以是新物种的特征，包
括形状、颜色等；新物种的产地，或
与产地相关的人文故事等。不介
意使用网络用词或其他非正式的
词组，但长度不可过长。征集的为
中文名。从4月4日至17日为征集
时间，4 月 20 日公布结果。参与征
名的市民有机会免费参与 4 月 21
日的地球日及5月的多期生物多样
性活动。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不要轻易相信假冒公
安、电信、银行等人员所谓的安全账
户……”银行柜台和自助提款机熟悉
的提示，大街小巷张贴的宣传海报，
但即使如此，如果不清楚骗子的“剧
本”，市民仍然很难将这些提示和自
己走进的圈套联系起来。近日，闵行
警方披露了一起“公检法”齐出动的
电信诈骗案例，并发布了“三不可能”
口诀，希望借此帮助市民识破电信诈
骗的套路。

案情：“公检法”齐上阵骗人转账
周阿姨于今年一月在家里的固

定电话上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上
海电信总局的值班主任”，称周阿姨
在昆明申请了一个电话。周阿姨当
即否认办理过此业务。“值班主任”告
诉周阿姨，既然没有申请过电话，需
要立即向警方报案，通话随即被转接
至“昆明市公安局”。

之后，自称昆明市公安局警察、
检察长、审判长等公检法人员，接二
连三地与周阿姨联系，声称其涉嫌一
起诈骗案，只有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
才能还其清白。“警方”验收周阿姨的

“资产”没问题后，会将钱退回。于
是，周阿姨将钱存入银行卡，并根据
对方指示，办理了电子密码器，还将
密码也告诉了对方。一周后，对方果
然退给了周阿姨一万元，这让她更加
确信对方是真正的“公检法”人员。
之后周阿姨又陆续向对方汇钱，甚至
通过卖房、提前拿出保险等方式转出

大额金额。
今年3月初，对方再次告诉周阿

姨3月26日法院开庭，证明其清白就
会把钱退回，但直到3月28日，周阿
姨一直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系，这才发
现被骗，随即报案。

提醒：“三不可能”识破电信诈骗
为了让市民认清犯罪分子的惯

用伎俩，提高防范意识，闵行警方还
总结了以下三种“不可能”，让每一位
市民防范电信诈骗警钟长鸣。

1、“相互转接？不可能！”公检法
三家政法机关，虽同属于政法系统，
但是内部并没有可以相互转接电话
的沟通机制。所以，当“公检法”的工
作人员告诉你，“稍等，我把你的电话
转到法官那里”时，对方一定是电信
诈骗。

2、“索要密码？不可能！”公检法
需要向公民询问情况时，一定会当面
询问当事人并制作相关笔录，所以当
有人通过电话下达指令的，或是要求
透露银行账户、密码进行“核实”的，
即可认定是诈骗行为。

3、“要求汇款？不可能！”对于案
件办理中出现的涉案财物，公安机关
绝不会要求任何人将任何资金通过
汇款的形式汇入某个账户上。在这
种诈骗手段中，骗子擅长利用人们的
恐惧心理进行诈骗，以“法院传票、涉
嫌洗钱”等名义进行恐吓，引诱被骗
人将资金汇入骗子指定的账户。广
大市民在接到可疑电话和短信之后，
不要轻易相信，也不要慌张，一定要
沉着冷静。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趁学校放假之际，贼人
冒充大学生，溜进宿舍楼“顺手牵
羊”，更让人意外的是，实施盗窃期
间，这位“心大”的窃贼一度在学生寝
室借宿了十余天。近日，浦东警方就
破获了这样一起系列入室盗窃案件。

“警察叔叔，我的寝室在放假期
间被人偷了”，3月中旬的一天，某高
校大学生小林来到龚路派出所报案
称，其在2月底返校时发现自己的寝
室被窃贼光顾了。

由于案发时间距离小林前来报
案已过去了半个月，宿舍的监控录像
大多已被覆盖，这给侦查工作带来了
不小的难度。为此，民警对案发地附
近展开了大量的走访调查，争取从寒
假留校同学中取得一丝有用的线
索。在走访至一间男生宿舍时，有同
学向民警反映，在二月初的时候，有
一陌生男子自称是该校学生，因顶楼
寝室漏水在其寝室借宿一周左右。

“二月初根本没怎么下雨，怎么会楼
顶漏水呢？”经与校方核实，民警获悉
当时宿舍楼并无漏水情况，由此警方
判断这名借宿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调查过程中，另一个小细节也引

起了民警的注意。经询问，嫌疑人刚
来到宿舍时，还曾拜托一名仍住在宿
舍中的同学帮忙拿外卖，并互留微
信。警方随后使用该同学的微信账
号与嫌疑人聊天，并成功获取了对方
的手机号码。通过调查，警方发现，
嫌疑人曾在某网吧办理过一张会员
卡，按图索骥来到网吧后，警方成功
锁定其办卡所用身份证，但经核实，
该身份证属于一位被盗学生，调查再
次陷入僵局。

“既然身份信息已经被嫌疑人冒
用，这名嫌疑人会不会继续使用这名
同学的身份信息活动呢？”办案人员
随后对辖区内的宾馆开房记录进行
了查询，成功在康桥某宾馆内发现了
嫌疑人的踪迹，民警立即守候伏击，
当场抓获了嫌疑人陈某，并在他身上
查获部分被盗财物以及并非属于其
本人的身份证、学生卡等物。

经查，嫌疑人陈某于2018年2月
期间多次潜入高校宿舍冒充学生以
借宿为名盗窃周边寝室财物。现陈
某已被浦东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据陈某交代，自己无
业，此前由于拖欠房租，其被房东赶
走后居无定所，遂想到去大学内“捞
一笔”，顺便解决一段时间住宿问题。

上海动物园里又发现新物种 昨起公开征集名字

最原始香樟林惊现“新面孔”甲虫

动物园里新发现的甲虫。受访者供图

继去年3月上海动物园发现新物种之后，近日上海
动物园内再次发现从未被记录过的昆虫，暂名为“新种
莱甲”。昨天起，上海动物园公开向社会征集，号召市民
为该新物种命名。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警方总结电信诈骗“防骗口诀”

牢记“三不可能”拒诈骗于门外

大学宿舍“借宿”十余天
蟊贼临走不忘“顺手牵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