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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警方发布十大典型案例

十类通讯网络骗局，请市民加强防范
■记者 陈瑞建 通讯员 赵小鸥

你是否接到过“领导”的来电？你是否收到过中“巨额大奖”的短信？这些都很可能是通讯（网络）诈骗犯罪。

据我市警方介绍，与传统诈骗相比，通讯（网络）诈骗更具有信息化、集团化、跨域化特征，有着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预防通讯（网络）诈骗已成为一项迫在眉

睫的民生工程。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发生通讯（网络）诈骗案件1048起，同比上升130.8%；受骗群众日益年轻化，其中20至39岁的受害人占总数的70%；涉案金额达

1250余万元，最大单起涉案金额达208万元。

从近年的警情分析，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不断翻新，通讯（网络）诈骗呈现相对多发的态势。前日，我市警方总结梳理了常发、易发的十种典型案例，提醒市民加

强防范。

今年3月，受害人张某接到一个自称

“我是你领导”的电话，并让其去办公室找

他喝茶。当月27日，张某去领导办公室时

又接到对方电话，说办公室有客人，让张

某先不要来，后又打电话说临时有急事需

要给客人送礼，让张某把钱汇到他提供的

账户里。张某于是照办，后发现被骗。

警方提醒：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确

认，务必通过各种途径确认对方身份。

今年6月，受害人苏某收到陌生人

发来的一条 QQ 信息，对方自称是苏某

公司老板并让财务部人员加苏某为

QQ 好友。苏某加对方为好友后，对方

称有重要事情需要现金。苏某没怀疑

QQ 的真假，便将钱转入对方提供的银

行账户里，后对方又让其汇钱，苏某才

知道被骗, 损失总额达126000元。

警方提醒：上QQ不要轻易点击不

明链接、下载来路不明文件，从而访问

病毒网站，造成信息泄露。QQ那头是

谁无法知晓，老板、朋友、亲人让你汇

款，务必先拨打电话核实。

今年5月，朱某接到一个自称是广

州公安局王检察官电话，说其身份泄露

涉嫌洗黑钱。朱某在其“忽悠”下带上银

行卡和U盾，在宾馆开商务房，打开电脑

输入对方指定网址，发现是最高检察院

的一个网站，输入身份弹出带有自己照

片的“通缉令”，后根据对方验资提示，下

载软件，账户内50万元人民被转走。

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

话进行所谓的情况核查、账户核实、安

全转账等。不法分子的最终目的是要

求转账或汇款，市民接到此类电话、传

真等，一定要及时与身边人交流沟通，

如遇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求助。

今年5月，乐清受害人黄某上网购

物后，接到一个自称是淘宝客服的电

话，对方称淘宝系统在维护，让其重新

认证一下信息，之后发来一个网址。

黄某信以为真，在网址上填写了淘宝

的账号、密码和网银的账号、密码后，

发现卡里的23698元钱被转走。

警方提醒：消费者在网购时要选择正

规的大型网站。如果接到退款等短信，不

要随意链接对方发来的网址或者回拨对

方提供的电话号码，而要登录正规网站，

与商家客服进行核实。不能随意向对方

提供相关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另

外，有些骗子设置的网购商品的价格异常

低，消费者切莫因贪便宜而上当受骗。

今年 5 月，受害人勾某手机收到一

条短信称，其订购的飞往贵阳航班因机

械故障需要改签，改签需要20元的工本

费，另外可以获得补偿200元误机费，并

且在短信上留有客服电话。勾某妻子拨

打这个客服电话，对方让其转20元手续

费时，将其银行卡内余额尽数骗走。

警方提醒：要通过正规渠道办理订

购机票、退改签机票等手续，接到疑似诈

骗电话或短信时，应立即报警核实，尤其

是对方要求向指定账户汇款时，千万不

要汇款。

受害人叶某在网上求职时看中一家

公司，投了简历。之后收到一个自称人事

部林经理的消息，向叶某介绍工作信息并

交换联系方式，称保证会录用她。之后让

叶某联系陈主任，对方说要预收体检费

等，让其到ATM机上按指示操作。之后

叶某接到父亲电话，才知道银行卡里的

11800元被转走，再打电话无人接听。

警方提醒：网站是用人单位和人才

提供交流的平台，绝大部分招聘网站的

会员注册、发布求职意向、申请求职岗位

等都是免费的，如遇收费的网站，尽量不

要注册登录。要知道，网上求职或兼职

先掏钱后赚钱就是假的。

今年2月，受害人章某在网上认识

一个卖游戏装备的人，之后章某通过

微信向对方买装备且几次小额交易成

功。于是章某通过微信向对方转账

15000元买手游的魔石，哪知对方收到

钱后就将章某的微信删掉。

警方提醒：游戏币应当去正规有

提供担保服务的购物网站购买。

提高额度诈骗

今年 4 月，受害人林某接到陌生号

码来电，对方自称是信用卡中心人员，可

以帮林某办理高额度的信用卡，让林某

存钱到银行储蓄账户上，根据存钱的数

额来决定办理信用卡的额度。林某信以

为真，存了 10 万元到自己的银行账户

上，并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及身份证信息

告诉对方。当日卡内 10 万元钱被骗子

转走。

警方提醒：信用卡应当去柜台办理，

拒绝一切非正规渠道的信用卡办理，不

透露个人信息，尤其是银行卡信息。

购票诈骗

“中奖”诈骗

今年 2 月，受害人周某手机接到一

条“中奖短信”，周某按照短信内容登录

指定网站填写身份信息等个人资料，网

页自动跳出称其中了二等奖，奖金为

158 万元和笔记本电脑。周某按照网站

上的联系电话联系对方，对方称领奖需

缴纳保证金、个人所得税和公证费，并说

如果放弃领奖将去法院起诉周某。结果

周某被骗4700元。

警方提醒：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和电话

短信形式发布中奖信息，诱骗客户上当后

让受害人缴纳公证费、拍卖费等从而骗取

钱财。防范建议：一般中奖信息不会要求

提前支付费用，遇到“中奖”信息，务必保

持冷静。

补助金（退税）诈骗

今年5月，受害人张某接到自称为国

家残联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报出其女

儿的名字、残疾等级和智力残疾等内容，

称有低保之类的补贴，并给张某一个残

联号码，让其拨打号码联系对方。张某

联系上对方后，对方让张某报上银行卡

号，又要其到银行并根据对方的电话指

示操作ATM机，最后骗走14万元。

警方提醒：遇到类似“国家补助”类

或自己把握不准的事，不妨拨打 110 或

96150咨询一下，以免被骗。遇到疑似通

讯（网络）诈骗，务必记住“一分析、二咨

询、三打110”，谨防上当受骗。

“领导来电”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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