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陈凯璐

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后
银行卡被扣款90万

林女士收到第一条银行短信

的时间是 4 日 20 点 01 分，显示银

行卡账户收入 2.51 元。当时，林

女士疑惑了一下，并没有理会。

10 分钟后，林女士接到了一

个电话，来电归属地显示广州。

对方说：“你是不是购买了 90 万

的游戏币？”林女士一听，心想，八

成是遇到了骗子。于是，她便挂

断了电话。一分钟后，林女士的

手机上收到了第二条来自银行的

短信。短信显示：前海融资，扣款

90 万，余额 5 万余元。这两条短

信的发送方就是平时向自己发送

银行账户信息的银行。林女士心

里一惊，难道账户上的 90 万元钱

被盗走了吗？

这时，林女士又接到那个广

州的电话，对方说：“请你确认一

下，是不是真的购买了 90 万元的

游戏币。如果不是你本人操作

的，请在 5 分钟内联系我们，我们

把钱退还给你。”

电话挂失银行卡
错输密码冻结账户

林女士立即给在银行工作的

朋友打电话。在朋友建议下，林

女士通过银行的客服电话口头挂

失了银行卡。随后她又来到自助

取款机上，故意三次输错账户密

码，冻结了该账户。

这时，对方又打来电话，让林

女士在 5 分钟之内到达自助取款

机前，按照他们所说的操作，把钱

退回来。林女士灵机一动，告诉

对方，自己在乡下，需要半个小时

才能到达自助取款机。

随后，林女士立即拨打了110

报警。在去派出所的路上，对方

给林女士打了不下 10 个电话，但

林女士都没有接听。21 点 24 分，

林女士收到来自银行的第三条短

信，银行卡账户收入 50 万元；21

点 26 分又收到第四条短信，账户

收入39.9900万元。终于，林女士

被盗走的 90 万元钱又回到了账

户里。

疑问一：为何林女士先收到

银行卡账户转入2.51元的短信？

推理：对方可能利用某种软

件，把 2.51 元打入林女士的账户

后，便可获知林女士银行卡账户

内的余额。

疑问二：20点12分到21点26

分，在这一个多小时里，林女士的

90万元钱究竟在哪里？

推理：办案民警推测，受害人

林女士经常用电脑转账汇款，很

可能电脑中了病毒，导致银行卡

账号等信息被不法分子盗取。而

前海融资是一个贵金属交易平

台，嫌疑人很有可能用林女士的

这 90 万元钱购买了某种商品。

在这一个多小时里，这 90 万元钱

可能就在前海融资这个平台上。

疑问三：90 万元钱被转走后，

嫌疑人为何还一直给林女士打电

话？

推理：民警分析，在转账过程

中，钱并未直接转入嫌疑人的账

户里，而是可能停留在一个第三

方的平台上。这与在淘宝上买东

西有点类似，先把钱打入支付宝，

买家确认收货后，再把钱打入对

方账户。

嫌疑人一直给林女士打电

话，催她到自动取款机上操作，目

的就是为了获取林女士手机上的

确认验证码。嫌疑人只有拿到这

个验证码，钱才能转到嫌疑人的

账户上。

疑问四：市民朋友收到类似

的诈骗电话后怎么办？

警方提醒：一、接到、收到人

员不熟、情况不熟，涉及到转账汇

款的电话、短信、微信、邮件及广

告等，一定要先作仔细分析，辨明

真伪，千万不要轻易汇款、转账。

二、自己一时分辨不清，应向

家里人、亲人、同事、朋友咨询，中

老年朋友更应向年轻人咨询。骗

子再高明，只要不糊涂，骗局也是

很容易被戳破的。

三、如自己分析、咨询仍搞不

清楚，可以打 110 电话咨询。民

警会给予明确的解答。如已经被

骗，及时打 110 报警，公安机关会

尽可能帮助挽回损失。

2015年9月8日 星期二

编辑：程卡 电话：87138753 Email：lv10533@126.com 07社会点击

服用邮购药品
老人病情加重
□记者 章芳敏 通讯员 张露艳

本报讯 近日，市民李女士用黑色塑料袋提了

一大包“药品”来到市场监管局药械监管科咨询。

“这些是不是假药？我父亲用了之后，连腰都直不

起来了。”李女士焦急地问。

李女士的父亲年近 80 岁，身患腿疾多年，只

能坐在轮椅上。三个月前，她父亲在家里接到一

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中国中医科学

院的工作人员，说研发的中成药对治疗老年病有

神奇效果。李女士的父亲相信了对方，多次汇钱

买药。他刚开始服用这些药时，疼痛症状明显好

转。老人家对该药深信不疑，还通过电话购买了

这家公司的其他产品，三个月里共花了万余元。

“钱被骗是小事，关键是老人还吃出了毛病。

原来还可以坐在轮椅上，这两天只能躺在床上

了。”李女士无奈地说。

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些药可能是

非法添加了激素。刚开始服用时，效果不错。一

段时间后，激素的作用减弱，人也吃出毛病来了。”

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当场拨通了李女士父亲购

药的电话，但无人接听。

“当事人通过电话购买，没有任何购物凭证，

很难追究对方的责任。”市场监管局药械监管科的

工作人员说，如果要对药品进行专业检测，需要有

不同批次或者一定数量的药品。而李女士所带的

药品数量少且只有一个批次，所以也无法进行检

测。

市场监管局提醒各位消费者，一定要在正规

的药店或医院购药，购药时要认准药品的批准文

号。消费者可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

站上查询，所购药品标注的批准文号是否属实。

另外，购买通过网络、电视、电话等途径推销的药

品，消费者一定要多一个心眼，谨防上当受骗。

故意三次输错密码冻结账户后报警

林女士智斗骗子 90万巨款失而复得
本报梳理出此案中的几大疑点

■推理与提醒

4 日晚上，住在城区
园 丁 新 村 的 林 颖 女 士

（化名）正在家中休息。
突然，手机收到了银行
短信，显示银行卡账户
中汇入了 2.51 元钱，林
女士没有在意。10 分钟
后，林女士又收到了一
条 同 样 来 自 银 行 的 短
信，这可把林女士吓了
一大跳。短信上写着：
前 海 融 资 ，扣 款 90 万
元，余额5万余元。

四兄妹
玩“上吊游戏”
大哥险丢性命，家长要看管好孩子

□记者 周灵芝

本报讯 近日，古山镇来自云南的四兄妹在家

里玩“上吊游戏”，大哥差点因此送命。幸好发现

及时，孩子送到市一医抢救，住院治疗后出院。

据了解，受伤的大哥是一名 10 岁的孩子，平

日孩子的父母忙于工作，大哥便成了家里的“孩儿

王”。8 月底，四兄妹在出租房里玩，大哥提议玩

“上吊游戏”，其他几个孩子也对这个游戏充满了

好奇，当即同意。

他们找来一床床单，打了一个结，把床单的两

头绑在房间挂衣服的木棍上。大哥自告奋勇第一

个玩，他站在凳子上，将脖子伸进打了结的床单

上。凳子不知什么时候倒了，大哥的脖子套在床

单上，怎么也下不来。看着大哥这么难受，几个弟

妹一起去抱大哥。但力气太小抱不动，看着刚才

大哥还到处乱踢的双脚，突然不动了，孩子们大哭

起来。幸好房东在家，听到孩子们的哭声赶了过

来，发现情况后立即将孩子抱下来。

“患者送到医院时神志不清，脑水肿严重，处

于昏迷状态，我们采取了颅内降压、脱脑水肿、吸

氧治疗。经过抢救，患者脱离危险，渐渐恢复意

识。”医生说，患者经过四五天住院治疗，一切指标

恢复正常，现已出院。

医生建议，家长要教导孩子切不可模仿危险

动作和游戏，以免造成不测。

关爱民工子女
送上全新电脑

7 日，城区永丰学校开

学，该校的学生大多是外来

民工子女。希望爱心社志

愿者们联合金海胜电脑职

业培训中心给学生们送来

了 15 台崭新的电脑，供学

生们使用。

记者 杨成栋 摄

办案民警总结的

诈骗流程示意图。

骗子植入木马窃
取身份证和银行
卡号等

利用盗取资料在
相关网站开理财
账户，并绑卡

钱划入骗子的理财账户，发
送动账短信

骗子诈骗成功

到 ATM 转账，
向骗子提供“验
证码”

发现钱少了，同时骗
子打来电话，通知她
可以退款，但需要到
银行ATM操作 前海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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