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妈90岁了，身体不便出门。原
以为在疫情期间补办身份证会特别麻
烦，没想到你们还特意上门帮忙办理补
办手续。为你们点赞！”14 日，居住在
古山镇大江畈村的朱先生特地发来信
息，向永康公安古山服务分中心窗口工
作人员表达谢意。

原来，朱先生的母亲应阿婆已 90
岁高龄，因身体不好，现居住在武义的
一家敬老院中。近日，应阿婆因身份

证遗失，导致很多业务不能办理，十分
的不便。朱先生想起了平日保存的古
山派出所咨询电话，急忙打电话求助
咨询补办身份证事宜。

值班民警了解到朱先生母亲的情
况后，迅速向古山公安服务分中心主任
夏俊杰汇报情况。一般情况下，做身份
证需要本人前来拍照办理，夏俊杰考虑
老人不方便前来办理，况且现在又处于
疫情期间，实在不能让老人冒风险，便主

动向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请示，是否可
以让朱先生协作其母亲，并采用老人以
前的老照片办理身份证。

11 日，收到上级同意的反馈信息
后，古山服务中心马上开通绿色通
道。分中心工作人员一早为应阿婆办
理相关补办身份证业务，民警带上备
齐的相关资料找到了朱先生。根据相
关流程由朱先生代替母亲进行签字确
认。最后，补办好的身份证会以邮寄

的方式寄给应阿婆。
“相关补办业务已经办理好了，身

份证也在邮寄中。以前看到报纸、网
上说公安推出许多便民举措，还有点
半信半疑，现在相信了。”14日，民警询
问朱先生后续相关情况。朱先生十分
感慨：“你们不仅服务态度好，还在非
常时期做到了特事特办，真的是在为
民在办实事！”

疫情无情人有情，为民办事很暖心

疫情背后，我市警方贴心服务

□通讯员 胡琦鸾 胡柳祎

爱是桥梁，跨越寒冬。我
市警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防疫
战场中，竭尽所能为市民群众
提供贴心服务，用心投入为民
解忧，办好实事守护民生，涌现
了不少暖心画面。

民警指导寇红军填写相关资料民警指导寇红军填写相关资料

“警察同志，我身份证遗失已经
18 年了。”近日，在开展新冠肺炎防控
工作，对辖区群众进行梳理排查时，永
康市公安局石柱派出所民警章斯敏发
现辖区内有一名带着外地口音，身份
证遗失的中年男子，便将其带回派出
所询问。

男子自称名叫“寇红军”，1969 年
生，四川人，从老家外出工作已经 18
年了，身份证也是在当时遗失的。由
于时间过去太久，只知道老家在“酉溪
镇”和有个表姐在四川岳池老家公安

局上班。他说，由于身份证遗失，这么
多年都只能在外流浪，来舟山镇打零
工已经 4 年，仍旧无依无靠，心里想回
家却不知道家在哪里。

为了帮助寇红军找到家人，章斯
敏通过现有的微量信息进行了大量
分析比对。成功联系到寇红军口中
的在四川岳池老家公安局上班的表
姐，章斯敏立即用手机拍摄寇红军的
照片传给其表姐辨认，得到确认的消
息后，询问寇红军的相关信息。了解
到寇红军有两个姐姐，他是家中最小

的儿子，于十多年前走失，其家人多
年寻找未果。

据寇红军称，当年孤身在外流浪
偶然来到永康打工，便在舟山镇暂时
居住了下来，也曾想找过家，但因为记
不清老家的地址，加上经济比较拮据，
也就没再继续寻找，直到这次新冠病
毒防疫，民警在排查无户口人员时发
现了他。

得知找到了自己的亲弟弟，寇红
军的姐姐激动万分，不断感谢民警道：

“弟弟走失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有

放弃寻找，却没有任何消息，我们甚至
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感谢你们帮
我找到了他，谢谢你们！”寇红军在视
频中看到了自己多年未见的家人，情
不自禁哭了起来，边哭边感谢民警，他
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目前，民警已向当地公安局户政
部门进行汇报，待核查后会尽快为寇
红军重新入户，相信很快他就能拿到
自己的身份证，等此次疫情结束后乘
坐火车回到四川老家与多年未见的亲
人相聚。

微量信息大量比对，帮助离家18年男子找回亲人

开通绿色通道，为90岁老人上门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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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通讯员 梅安钰

当前，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时
期。在众人奋力抗击疫情的日子
里，骗子们也没闲着，打起了歪脑
筋。他们或冒充相关工作人员，或
无中生有虚假售卖口罩，利用互联
网进而非法牟利，已有群众不慎被
骗。对此，我市警方提醒，广大市
民做好疫情防护的同时，也要留意
财产和人身安全，不给违法犯罪分
子可乘之机。

案例一：

骗子冒充外贸公司老总
实施合同诈骗

1 月 24 日，芝英镇发生了一起邮
件诈骗案件，一企业损失达 6 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 45 万余元）。案发后，市
公安局反诈分中心立即启动涉案账户
紧急止付机制，经多次电话沟通及手
续审核，银行方面先行同意立即对嫌
疑人账户中的6万欧元进行冻结，成功
止付该笔资金，为企业挽回损失。

周婷（化名）是该企业的财务人
员，大多时候通过电子邮件与境外合

作公司交流沟通。1 月 24 日，她像往

常一样收发电子邮件，忽然发现“合作

公司 A”新发来的一封邮件，称因公司

内部调整，收款账号有所改变，让她把

货款打进一个新的银行账户。

收到这样的要求，周婷特意发邮

件给另一个与 A 公司同样有合作关系

的公司进行核实，得到肯定答复后，她

将 6 万欧元货款打进了 A 公司提供的

新账户。然而，当周婷致电 A 公司询

问钱款到账情况时，对方却说自己近

期根本没发过邮件，也没有收到任何

钱款，周婷连忙报了警。

这是一起典型的入侵邮箱诈骗

案，就连周婷去求证的另一个“客户”，

也是被黑客攻破邮箱后冒充的。这种

诈骗手法迷惑性很强，财务人员不仔

细分辨很难发现。

除此诈骗外，骗子冒充老板身份

诈骗也屡见不鲜。骗子通过盗取老板

QQ 或设置“高仿 QQ”联系财务人员，

谎称已与其他公司谈好合同，以需要

支付“合同保证金、预付款”为由，要求

财务汇款至指定账户。并不是所有企

业都能像周婷所在的这家企业一样幸

运，一旦款项被取走，被骗企业就很难

追回损失。

警方提醒：
如在汇款前夕突然收到关于客户

收款银行及账号变更的邮件，财务人

员务必提高警惕，认真核对对方电子

邮箱地址，并通过电话、传真、视频等

其他方式多方确认，确保无误后再进

行转账、汇款。对通过QQ、微信、短信

等社交工具联系要求转账汇款的，务

必与本人再三核实。如发现可疑情况

或被诈骗，请及时拨打110。

案例二：

预购口罩5万只，结果被
骗5万元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

上下口罩资源紧缺，可谓“一罩难求”，

然而，有些不法分子却在这举国抗击

疫情的时刻，打起用口罩“发国难财”

的主意。我市某公司员工胡某本打算

通过网络途径购买5万只口罩，结果不

慎被骗。

1 月 26 日，胡某经朋友介绍，加入

了一个名为“新型肺炎公益物资”的网

络聊天群，因公司需要，胡某在群里发

布了求购口罩的信息。

5 日，一名“群友”主动添加了胡某

的好友，自称认识四川某生产口罩的

企业老总，可拿现货口罩 5 万只，并向

胡某发送了口罩的图片、视频及该公

司的营业执照等。

经商谈，双方约定以2元的单价购

买 5 万只口罩，总价 10 万元，胡某先支

付 50%的定金，等发货以后再付尾

款。谁知，胡某向对方转账 5 万元后，

再也联系不上。直到 6 日晚上 9 时许，

胡某才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了，遂

匆匆赶往派出所报案。

据了解，自春节以来，全国各地均

有利用口罩交易实施诈骗的案件发生。

警方提醒：
骗子们利用受害人急需口罩的心

理，实施诈骗的案件发生。在购买口

罩、手套、消毒液、防护服等防疫用品

时，不要轻信陌生人口中所谓的“特殊

渠道供货”“国外代购”等虚假信息。

当对方提出提前付款的要求，或提及

汇款、转账、提供验证码等信息时，一

定要提高警惕。同时，要警惕打着疫

情防控旗号进行爱心捐助实施的网络

诈骗。一旦被骗，要及时拨打 110，或

者到就近公安机关报警。

做好疫情防护 留意财产人身安全

警方提醒：疫情期间请小心这些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