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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邹六燕曾提供其老公

“朱富贵”的信息：男，1977年出生，安

徽马庙人。但黄石市公安局户籍科

却查无此人。根据邹六燕的出生地

以及身份证号码，记者查出她的详细

家庭住址在贵州省毕节市田坝镇，再

依此地址，记者查到了邹六燕的父亲

邹胜昌相关信息。记者将邹胜昌的

照片带给军军辨认，军军却一点反应

也没有。

如果真如邹六燕所说，军军在一岁

后才离开贵州，那么军军对外公邹胜昌

应该认识呀，为什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是照片和真人有出入还是其他原因？

就在寻亲陷入僵局的时候，昨日下

午，黄石警方的DNA鉴定结果出来了：

邹六燕的DNA基因排序与军军一致，她

就是军军的妈妈。

DNA鉴定

她就是军军的亲生母亲

就在记者截稿时，东楚晚报记者高

喜明传来新的消息，此前邹六燕所说的朱

富贵是其前夫，军军是他们所生。邹离婚

后嫁给了陈增润，陈从黄石去了河北打工，

陈的老家在怀宁县马庙镇枫林居委会。

记者电话与陈增润取得取系，他告

诉记者，去年与邹六燕结婚后，只举办了

婚宴，双方并没有领取结婚证。军军改

名叫陈少华，他视为自己的亲生儿子。

“我想去接回少华，但从河北动身要几天

时间。”陈增润说，由于邹六燕有精神病，

总是打骂儿子，孩子很怕她，怎么安排邹

六燕，他一时没了主意。军军到底何去

何从？本报将继续关注。

最新消息

离婚后她嫁到了怀宁

DNA鉴定她正是军军的生母
军军继父是怀宁县马庙镇人，在河北打工，电话中称想接回军军

昨日上午，本报“寻亲”特别小分

队获悉，军军从见到邹六燕后情绪有

点受影响，一直嘀咕着：“她不是我妈

妈，我叫陈少华，她是圆圆的妈妈。”

昨日下午，警方的DNA鉴定结

果出来了，邹六燕就是军军的亲生

妈妈。军军的爸爸朱富贵在河北省

打工，老家果真就在怀宁县马庙镇。

本报记者 张火旺 东楚晚报记

者 孙成香 高喜明 文/图

昨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黄石市福利

院看军军。

“我们反复问他多次了，他一直说那个

女人不是他妈妈，不要和她走。”福利院一

阿姨表示，军军3月2日看完邹六燕后情绪

有点紧张。

记者用家乡话尝试着和军军交流。“你

是哪里人？”记者问。

军军躲着镜头说：“我是安徽的。”

“你爹爹（爷爷）都叫你什么？”“少华，

陈少华，我叫陈少华。”军军断断续续地说。

记者听出这个口音是安徽安庆怀宁一

带的口音，并迅速和同伴一起用家乡话讨

论。而军军在一旁，似乎听得懂记者的话，

但没有再作声。记者通过用家乡话和军军

聊天，通过军军的口音，可以肯定军军是安

徽人，应该是安徽安庆怀宁地方的人。那

里靠近黄石，很多人来黄石和武汉打工。

记者断定 听口音，军军应是怀宁一带人

军军穿着一套黑色的运动服和一双白

色的新球鞋，去年12月28日，他就是穿着这

套衣服来到福利院的。福利院工作人员陈

业美回忆，当日军军还套着一件大人的外

套，身上很脏，指甲老长，身上发臭，“连内衣

内裤都是脏的，一看就是流浪很久了。”

陈业美告诉记者，刚来时，军军不怎么

和人说话，晚上睡觉时，还经常哭着要找爷

爷奶奶。军军曾告诉她，他不喜欢妈妈，因

为妈妈老用棍子打他。

邹六燕真的是军军的妈妈吗？记者问

他，军军直摇头。“是你亲戚吗？”他接着摇

头。“你为什么怕她？”军军还是摇头。“叔叔

带你去找妈妈好吗？”军军点了点头，跟着

本报记者下了楼。

来到福利院院子里，军军看到滑梯，央

求记者带他玩。在滑梯上上蹿下跳，军军

慢慢活跃了起来。他告诉记者，他在老家

还上过幼儿园，有100多个小朋友。“我每

天写作业，爷爷奶奶来接我放学。”“你有哥

哥吗？”记者问，“有，圆圆（音）是我哥哥。”

军军说，圆圆5岁，他4岁。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军军掰着手

指算了起来：圆圆、圆圆的爸爸、圆圆的妈

妈、爷爷、奶奶……

“圆圆的妈妈？”记者很诧异，“是啊，她（邹

六燕）是圆圆的妈妈，不是我妈妈。”军军说。

“那你妈妈呢？”军军沉默了一会说：

“在家里。”“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记者再

问时，军军又开始摇头了。

军军开口 她是圆圆的妈妈，不是我妈妈

一群骗子设下“猴票”陷阱 一个个老人掉进受骗深渊

一枚面值8分、背景为红色

的猴票，是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

第一枚生肖邮票，因为设计精

美独特和数量有限，现已成为炒

邮人士判断市场走势的风向

标。目前，1980版的猴票价格已

经炒高至数万元，30年间涨幅超

过12万倍。日前，蚌埠市公安部

门破获了一起省公安厅挂牌督

办的的假猴票案，一群骗子将一

张张猴票样票，鱼目混珠，吹成

天价，卖给了当地的老人，将老

人一生的积蓄瞬间骗光。

江海 记者何曙光 王旭东

见到军军，身在精神病院的邹六燕（左）目光显得很呆滞

王老汉一早偶遇“老熟人”

说到被骗的经历，蚌埠市禹会区72岁

的王正玉老汉至今心有余悸。“一开始我真

以为他认识我，谁知道，他是其中的一个骗

子，一伙人都在骗我！”头发花白的王老汉

告诉记者，去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他晨练后

走到一个老小区的时候，一名大约40多岁、

自称“张宏”的中年男子忽然迎到自己面前

主动打招呼：“俺大爷，您认识我吗？”

就在王老汉有点疑惑的时候，“张宏”

接着热情地说：“您不是从这个厂退休的

吗？我原来也在这边干过事情，对你很

熟。”王老汉说，随后，对方便特别热情地邀

请自己到他家喝杯茶，聊聊天。

据王老汉回忆，就在他们走到小区一

栋楼下，准备上楼的时候，“张宏”忽然说，

家里的钥匙落在房间了，随后他打电话让

其家人送钥匙过来。不一会，一个背着皮

包的男子急匆匆来到二人面前。

当面买卖“猴票”设“陷阱”

王老汉说，当时，那位男子忽然问自

己，“请问杨经理是住这儿吗？”旁边的“张

宏”指着楼上回答了一句：“他住这儿，就在

二楼，是我对门，不过他家今天没人，一

早都出去了。”背包男子听完一脸沮丧。

据王老汉回忆，说着说着，该男子就拿

出一张“香港市场交易参考价”的价目表。

“那个男的说，这个杨经理的岳父是邮政局

的前副局长，家里有很多1980年的猴票，今

天自己来，就是准备以1600元一张的价格

来收购的。没想到，却吃了个闭门羹。”

听到是来买猴票的，“张宏”立刻拉着

王老汉从附近一栋楼一个约35岁男子手里

拿到了一张“猴票”。背包男子对“张宏”手

里的“猴票”视若珍宝，当场掏出1600元钱

买下了。这时，“张宏”把王老汉拽到一边

说，“我朋友手里还有200张‘猴票’，每张

1300元，我现在手头钱不够，老爷子你帮我

凑一点，我们买来后卖给这个人，赚到的钱

咱俩平分。”

有点心动的王老汉想了想后，回到

家拿出自己所有的退休金 18000 元钱交

给了“张宏”。被支开后，等王老汉回头

再来找“张宏”的时候，发现这几个人早

已无影无踪了。

白色“伊兰特”牵出骗子行踪

与王老汉的遭遇如出一辙，蚌埠市张

成老人同样是在晨练时，遭遇“猴票案”。

记者了解到，张成是个孤寡老人，被骗的4

万块是他一辈子积蓄。而另一案件中，受

害人徐大爷也在瞬间被骗走2万元。据警

方介绍，这伙骗子一年多时间内作案 21

起，涉案金额达20余万元。

“一辆车牌为皖C325××的白色“伊兰

特”让案件侦破找到了突破点。”负责此案

的韩志明队长告诉记者，这辆“伊兰特”正

是每次案发时，出现在嫌疑人旁边的车

辆。最终经过几个月的摸排，警方一举将

正在行骗的3名男子抓获。

据韩志明介绍，这个诈骗团伙每次行

骗时的方法基本一致。负责“踩点”的人在

锁定目标后对受害人进行跟踪，并牢记别

人的谈话内容，尤其是受害人的称谓。然

后找准时机，上前与之搭讪、套近乎，致使

受害人放松警惕，直到被骗。

(文中人物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