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在我市发生的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中，“刷单返利类诈骗”占全部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数量的三分之一，位居第一，而位居第二的是“冒充客服类诈骗”。不仅如此，值得市民警惕的
诈骗类型还有“冒充军警采购诈骗”以及“冒充子女诈骗”。

虽然诈骗手段千千万，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市民认清这个“宗”，那识破骗局的“功力”就会
大幅度提升。为此，民警通过对真实案例进行剖析，揭秘四大多发诈骗背后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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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的一天，市民马女士在短

视频平台上认识一个人，对方把她拉

进一个群。马女士在群里看到“给指

定的短视频账号点赞就能赚钱”的信

息，于是根据指示操作，果然赚了几十

元。后来，群里发布消息说，下载“美

达”App 能赚更多钱，马女士信以为

真，扫描群里的二维码下载了该软

件。联系上客服后，客服向马女士发

了一个网址，要求她在该网站内注册

账号并充值 5000 元。马女士充值后，

根据指示押“大小单双”。当她想要提

现时，客服称账户内需达到指定金额

才可以。于是，马女士先后向客服提

供的银行卡账户里转了 10 笔钱。最

终，她损失了84.5万元。

民警分析：上述案件中，犯罪分子

让你先赚一两笔刷单获利的小钱，是

为了套近乎，得到你的信任后，拉你去

博彩平台、投资平台投资。而那些平

台都是事先做好手脚，账户上的钱只

是数字，他们通过操作后台数据制造

出盈利假象。当你想提现时，才会发

现钱是根本不能提出来的。

在 现 在 的 刷 单 诈 骗 中 ，最 常 见

的是以给“某音”“某手”等短视频号

点赞为诱饵，受害人先是在手机上

收到“相册共享”传来的有关刷单赚

钱的信息，后被诱导做“点赞”类型

的刷单任务。

警方提醒：先付后返全是坑，网络

刷单是诈骗。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

为，切不可参与。

刷单返利 冒充客服 冒充军警采购 冒充子女

民警揭秘四大多发诈骗套路

本报讯（通讯员 程徐蕾） 5 月 25

日 7 时许，市公安局方岩派出所接到多

名车主报警，报警内容均是车窗被砸，

车内财物被盗，且被盗地点都集中在派

溪工业功能分区停车较多的主干道

上。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民警勘查后发现，现场有12辆车的

车窗遭到不同程度破坏。通过查看路

边监控，民警发现当日凌晨 2 时 30 分至

3 时 30 分许，有两名可疑人员从案发

路段经过，并在被盗车辆旁边停留。

民 警 研 判 追 踪 两 名 嫌 疑 人的行动轨

迹，但在追踪到瑚山山脚时，两人却再

也没有在监控中出现。民警猜测，这两

人应该是藏在山上，以此来躲避警方的

侦查。

随后，值班领导对瑚山几处可藏匿

的地点提前进行部署，并于当天晚上 8

时许，组织警力前往瑚山进行搜捕。在

搜捕到半山腰时，抓捕组长聂云华发

现，在弥勒佛像座台下的小门里透出一

丝亮光，随即让大家提高警惕，并集中

警力向佛像座台的门前靠拢。

“不许动，我们是警察，靠墙蹲下。”

确定座台里有人后，民警迅速推开大

门，只见两名嫌疑人中一人在睡觉，另

一人则在玩手机。两名嫌疑人还没有

反应过来，已被民警当场控制。在确定

两人就是砸车玻璃盗窃的嫌疑人后，民

警将他们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审查，荣某、骆某均系贵州人，对

自己砸车窗盗窃的事实供认不讳，并交

代两人是同学关系。今年 5 月，骆某因

与家人闹矛盾后来永康找荣某，身上所

带的钱花光后，两人便商量去砸车窗盗

窃车内物品，还在网上购买了安全锤。

5 月 25 日凌晨 2 时许，两人沿着派溪工

业功能分区主干道，用安全锤砸开路边

车辆副驾驶的车窗玻璃，然后盗走车内

的财物，共计150元。

目前，荣某、骆某因盗窃已被警方

依法行政处罚，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4月初的一天，市民胡女士在家中

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显示是厦门打

来的。对方自称客服，说胡女士买的

海鲜有质量问题，可以办理理赔。对

方让胡女士从支付宝备用金里提出

400 元作为理赔，胡女士按照操作提

了 500 元备用金。“客服”说她操作失

误，要关闭备用金通道，否则因为系统

问题，一年需还款 30 万元。“客服”还

称，需跟第三方合作平台认证才可关

闭，然后发了一个银行账户过来，要求

胡女士转账并输入代码，胡女士没多

想就将钱转了过去。“客服”又称，胡女

士信用不足，需要刷资金流水验证，让

她在小米金融、美团、微粒贷等借贷平

台贷款，再转入对方账户。就这样，胡

女士在三天时间内借贷了 90 万余元

转给对方，总共被骗98万余元。

民警分析：在 2020 年到现在冒充

客服理赔诈骗的案件中，往往会涉及

“备用金”的环节，这与有些人不了解

“备用金”这个功能有关。其实，备用

金的额度就是 500 元，是一次性提取，

且超过7天不归还，就必须承担相应的

后果。

警方提醒：备用金不是所谓的理

赔金，不是什么理赔通道。电商平台

的官方客服也不会通过线下方式进行

退款，更不会让你进行转账或支付额

外费用。

网络刷单10笔 损失84.5万元

遭遇客服理赔诈骗 98万余元打水漂

5 月底的一天，我市某商店店主

施先生接到一个自称是消防队采购员

的电话。对方告诉施先生，他们要采

购大量的冷冻食品。因担心店铺食品

种类不够丰富，采购员还向施先生推

荐了代理商。果然，施先生因店铺缺

少某些冷冻食品，便联系了采购员推

荐的代理商，并添加了对方微信。双

方商定好价格，施先生就将钱转到了

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后来，该采购

员又说他们的兄弟单位也需要冷冻食

品，让施先生帮忙订购。于是，施先生

又给代理商转账。最终，施先生共损

失20万余元。

民警分析：犯罪分子冒充部队采

购人员，谎称要购买某种指定商品，需

要受害人帮忙订货共同赚取差价。当

被害人联系好犯罪分子指定的“商家”

并垫付货款后，犯罪分子随即消失，被

害人上当受骗。

警方提醒：部队采购物资有规定

的流程，不会通过打电话的形式采购，

请广大商户不要贪图回扣落入犯罪分

子的圈套。

贪图回扣 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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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珂平） 5 月 29

日深夜，市民黄女士在溪心路边看到一

位老人呆坐在地上，疑似迷路。上前沟

通后，她发现老人有听力障碍，无法正

常交流，眼看就到 23 时，黄女士拨打了

报警电话求助。

接警后，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警

立即赶赴现场。此时，老人已被扶到公

交车站的长椅上坐着，手里紧紧攥着身

份证。接过老人的身份证，民警了解到

老人姓陈，今年 81 岁，家住前仓镇某

村。民警开始尝试问老人问题，但不管

民警声音多大，老人还是一脸茫然，嘴

里自顾自地说着话。“他年纪大了，耳朵

听不清，但能说话。”站在一旁的黄女士

告诉民警。

这时，老人从口袋里掏出本子和

笔。民警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便蹲着

写下了一行字：“阿公，你识字吗？”在得

到老人肯定的回答后，民警开始与他写

字交流。来来回回写了满满的三页纸，

民警才弄清了陈阿公的基本情况。

原来，老人没有儿女，一个人居

住。当晚，他错过了末班公交车，无法

回家便在路上徘徊，幸好遇见了好心

人。当民警在纸上写下“我们送你回

家”这几个字时，老人担心地问：“送我

回家要 100 元钱吗？”民警立即在纸上

写下：“我们是警察，送你回家不要钱！

你放心！”在看到纸上的字后，老人露出

了笑容。

我们是警察
送你回家不要钱

5月初的一天，家住城区的黄先生

收到一 QQ 好友申请。因对方的昵称

和他的儿子平时使用的 QQ 昵称一

样，黄先生就通过了申请。“儿子”说，

他打算学习“清华大学”的培训课程，

需要缴纳 2 门课程共 4.92 万元费用。

“儿子”向黄先生推荐了一个培训课程

的教师，让他添加了对方 QQ。随后，

黄先生通过银行卡向对方转账全额缴

纳课程费用。后来，黄先生越想越不

对劲，遂与儿子核实信息，发现并无缴

纳培训费用事宜，随即报警。黄先生

最终损失4万余元。

民警分析：冒充子女的犯罪分子，

主要是利用了家长对孩子的关爱，通

过“盗取学生账号”“以现在正在上课

为借口”“叫家长联系培训老师确认”

“以名额有限、限期报名为由催缴费”

这四步骤，向家长骗取培训费、资料费

等费用。

警方提醒：凡是孩子通过陌生手

机 短 信 、QQ 等 联 系 要 求 转 账 汇 款

的，务必与本人或学校老师联系再三

核实。

不管犯罪分子玩的是什么花样，

最终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骗钱。所

以，一旦有人向你提到与钱有关的

事，大家都要三思而后行，多方斟酌，

关键时刻多问问旁人。如发现被骗，

请第一时间拨打全国反诈专线 96110

报警，越早发现被骗，挽回损失的可能

性越大。

通讯员 王紫微

为“儿子”缴纳培训费 向“老师”转账4万余元

凌晨合伙砸车窗
当天晚上被抓获

6 月 7 日，我市 4579 名学子奔

赴 考 场 ，开 启 追 逐 梦 想 的 新 征

程。考场内是全力以赴的拼搏，

考场外是默默无声的守护。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交警大

队、巡特警大队和各辖区派出所

与相关部门联动，向考点派驻专

属警力，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护

航高考。

通讯员 朱清扬 摄

护航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