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二：自己没参加过的活动发来“中奖消息”可信吗？

突然中了一笔大奖，这样的好

事砸到头上，怎能让人不激动。可

今年 18 岁的小丽却经历了一场如

同“天堂”到“地狱”的极速转折。

近日，她匆匆忙忙地赶到古山派出

所报案，说自己被人以“中奖”为由

骗走5500元。

16 日，小丽在 QQ 上收到了一

条中奖信息，颇感意外的她抱着好

奇的心理，点开网页链接，填写了

自己的信息，还拨通了上面的领奖

电话。

“电话中对方说自己是平台的

‘客服’，让我先交押金才能领奖，

我当时真没细想，稀里糊涂的就按

对 方 说 的 照 做 了 。”小 丽 懊 恼 地

说。随后，小丽通过转账的方式将

5500 元汇到了“客服”发来的银行

账号中。没过一会，“客服”又打来

电话，说想拿到“奖金”还需要再交

8000 元的税，小丽口头上应着对

方挂断了电话，但心里却犯起了嘀

咕。

“这会不会是一场骗局啊？领

奖的详细信息都没有，就一个劲地

先让我转钱。”小丽越想越不放心，

感觉自己被骗的她并没有再给对

方打款，而是选择立刻报警。

[骗术拆解]“中奖”诈骗是通

讯网络诈骗中“资历颇老”的一种

手段，利用的是人的贪婪本性，然

后让“客服”以需要缴纳“个人所得

税”“保证金”等为由进行诈骗。

接到此类中奖信息，首先，你

问下自己有参加过这个活动吗？

没有参加还能得奖的 100%就是诈

骗，不用怀疑。如果你收到的是

让你参加抽奖活动填写信息的链

接，你一定要确定这个“活动”和

“ 主 办 方 ”是 不 是 真 的 存 在 。 第

二，只要“客服”提到需先缴纳“个

人所得税”“保证金”，一律都是诈

骗。

如果你坚信“幸运偏要砸中”

“命运执着眷顾你”之类的话，那就

不能说社会太险恶，而是你太天真

了！

案例三：网络贷款能向客服提供“验证码”码？

家住经济开发区的胡先生由

于近期急需用钱，就在网上申请了

2万元的贷款。在完成一系列的操

作后，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称

其贷款已通过审核，接下来还需填

写几份补充材料，让他添加公司

“客服”的QQ号码。

胡先生将其加为好友后，这名

“客服”表示如果想顺利贷款，要先

将身份证正反面和一份贷款合同

填写完整发给自己。当胡先生将

资料发过去后，这名“客服”又称为

了要验证其是否具有还款力，还要

胡先生先将 4000 元保证金转入一

个指定的银行账号内。

胡先生听后有所疑虑，这名“客

服”立马解释说，公司规定凡是第一

次在这里办理贷款的人，由于信誉

度不够，都需要刷银行流水，为了省

去胡先生的麻烦，只要提供短信验

证码，他就会帮助胡先生全程操作。

由于胡先生急需用钱，对“客

服”的话并未产生任何怀疑，当他将

手机里的验证码告诉这名“客服”

后，发现自己银行卡内的 4000 元

被分两次转走，当胡先生询问“客

服”进度时，发现自己已被“客服”拉

黑了，这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场骗局。

[骗术拆解]网络贷款诈骗中有

两个诈骗常用套路，市民朋友在遇

到的时候可以直接判断为诈骗：第

一，客服要求放款前先付款的，贷款

通常分为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而

万万没有“交保证金”贷款的；第二，

客服要求你提供“账户密码”和“支

付验证码”的，你的银行卡或网银账

户中付款“验证码”信息就等同于你

的密码，千万不可泄漏。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网上搜

索来的“网络贷款”陷阱多多，如果

不细心加以分辨，即便没有被骗

钱，你填写的个人信息和上传的身

份证照片也容易被非法利用，请各

位急需用钱的市民谨慎对待。

案例一：真的有“安全账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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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奉“顾客是上帝”的时代，客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时常接触的一个职业。客
服不是完全陌生的人，他们知道你的一些基本信息，有你购买商品或服务的记录，了
解你的需求，但你却不认识他们，这种信息不对称，也让诈骗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仅
在上周，永康市公安局受理的通讯网络诈骗案件中，“冒充客服类”诈骗案就占比
31.4%，可谓十分典型。

那如何去分辨“真假客服”，怎样才能不落入骗子的圈套呢？
其实不管骗子窃取的是哪部分的信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骗你汇款转钱或者用

木马链接让你的银行账户中毒。所以要拆解“冒充客服类”诈骗并不困难，下面民警
就拿发生在我市的几起典型的案件来给大家进行分析。

联系你的那个“客服”是真的吗
市公安局介绍典型案例，教你辨别“真假客服”

12日下午，正准备下班的小马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自己是

小米公司的客服，因他们工作人员

操作失误，不小心将小马升级成了

铂金会员，他表示如果小马不把这

个会员取消掉，每个月就会从她的

银行卡里扣掉500元。

电话那头的“客服”语气十分诚

恳，同时也为他们的失误表达了深

深地歉意。为人和善的小马听完

“客服”的解释后并未深究，想到自

己确实曾购买过小米公司的产品，

她也怕被银行自动扣费，就在电话

里表示自己愿意配合他们的工作。

“客服”说要想取消会员，需要

小马先将自己所有银行卡里的钱都

转到他们指定的“安全账户”中，等到

工作人员将其会员取消后，就会把钱

立刻转还给她。一心想着尽快处理

好事情的小马，在“客服”的指示下，

将自己6.98万的全部积蓄分五次转

入了“安全账户”中。当再次联系“客

服”时，发现对方的电话已打不通。

[骗术拆解]这个案例提到了一

个“安全账户”的词，这个词在其他

类型诈骗中也经常会出现，比如

“冒充公检法诈骗”“包裹藏毒诈

骗”等等，而“安全账户”通常指的

是手机或电脑的应用程序，用以保

护你的数据隐私安全等，而公检法

机关、各银行等金融单位都根本没

有安全账户一说，可以说，“转钱到

安全账户”完全是骗子发明的词。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案例中，

小马表示是因为“客服”用标准普

通话说一些很专业的词语与自己

印象中骗子的声音不符才轻信了

对方。其实，犯罪分子在行骗的过

程中也在不断修炼“职业技能”，且

不说骗子的学历越来越高，经过百

千次失败的锤炼，演技也是在逐步

提升的：语音标准，用词“专业”，语

气诚恳⋯⋯这些“高素质”都是骗

子们骗人的“本事”。

市民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多

加分辨，不管他伪装得多像，知道

的信息有多真，一旦听到“打入安

全账户”“提供验证码”等词的都一

律是骗子，最安全的账户当然只能

是自己的账户。

□通讯员 胡双双

□通讯员 李文佳

我方岩景区以山岩奇特、风景秀丽而闻
名遐迩，每日前往广慈寺、胡公祠，上山进香
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13 日 11 时许，市公安局方岩派出所接
到群众报警称，景区内有一名游客摔伤，需要
救援。接到求救电话后，该所立即组织民警、
队员赶往景区开展求援。

到达现场后，民警孙北辰、胡雄杰了解
到，伤者是一名女性游客，姓吴，今年 67 岁，
来自温州。吴女士跟老伴还有朋友一行三人
来方岩游玩。方岩风景区前一夜刚经历过一
场雨，山上的部分路面依旧湿滑，吴女士在下
山途中迷恋着沿途的风景，一时没有注意脚
下湿滑的地面于是滑倒了。吴女士本来年事
已高，这一摔，受到了惊吓，血压升高，伴有头
晕，腿使不上劲，而且手部更是疼痛难忍。

经初步判断，吴女士的手肘很有可能骨
折了。民警一边安抚吴女士的情绪、细细询
问吴女士的身体状况，一边对其受伤的部位
进行了固定，同时拔打了 120 急救电话。为
尽快赶下山，民警和队员们使用简易担架将
吴女士在第一时间抬到山下。不久后，120
急救车也及时赶到，将吴女士送往医院对伤
情做进一步治疗。

当被抬上救护车那一刻，吴女士和其老
伴一个劲的向民警道谢：“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就靠我老伴和老友两个人，我都不知道
何时才能下山。”看着吴女士被救护车送往医
院，孙北辰一行才发动车子回所里。

12 时许，孙北辰吃完午饭后，心里仍牵
挂着吴女士的伤势，决定打个电话做个简单
的回访。他得知幸好吴女士伤势并不严重，
只是轻微的骨折，到医院的时候血压也恢复
正常，已准备返程。

游客意外摔伤
警方快速救援

村民游山遭遇野猪夹
古山辅警紧急救助

15 日下午，古山镇大园东村村民夏

某某等人来到华釜山游玩，不幸被野猪

夹夹伤左手，随即联系了古山派出所值

班辅警应武军，在与古山消防队消防队

员共同努力下，成功获救。

通讯员 陈永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