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1 日，“双十一”的购物热潮汹涌来袭，消费者纷纷沉浸在这场购物狂欢之
中。大家在尽情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请务必高度警惕电信网络诈骗。在此，我们通
过两个案例剖析，来提高大家的反诈意识，帮助大家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双十一”购物要警惕电信网络诈骗

不轻信 不透露 不转账

受害人王某接到自称快递公司

客服电话，称其快递丢失，已将 200

多元理赔款退至其账户。

王某查看各支付软件账单未见

到该款，“客服”便以教他查看提现之

名，让他在一款常用聊天软件上进行

屏幕共享。

因为是在正规软件上操作的，王

某并未起疑，就按照对方要求一一进

行操作。随后，对方称理赔已经完

成，就挂断了电话。结果，王某查看

手机银行余额，发现理赔款没到，反

被扣3709元。

警方提醒：此案中，骗子冒充客

服以快递理赔为由联系受害人，借指

导理赔流程让其下载可屏幕共享软

件。软件开启后，受害人手机信息全

被对方掌握。诈骗分子借此转移受

害人钱财。大家若遇快递丢失或破

损，先联系快递公司官方客服，按正

规流程操作。

虚假购物：不法分子会精心制作

看似正规的购物网站，以超低价格吸

引消费者下单。可付款后，消费者发

现根本收不到货，网站也无法再打

开。所以，大家购物时一定要选择知

名、可靠的电商平台，切勿因贪图便

宜而陷入此类骗局。

预售骗局：有些不法分子以“双

十一”预售为幌子，要求消费者提前

支付定金或全款，结果在消费者付款

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正规的预售

通常都有平台保障，大家不要轻易向

陌生账号付款，以防被骗。

中奖诈骗：不少消费者会收到短

信或邮件，告知在“双十一”购物中幸

运中奖，不过需要缴纳手续费或税金

才能领取奖品。这些都是不法分子

的惯用套路，切莫轻信此类中奖信

息。

诱导刷单：诈骗分子通过快递包

裹寄小卡片进行引流。小卡片上通

常会写着一些极具诱惑性的话语，比

如“轻松兼职，日赚千元”等，诱导受

害人添加联系方式，进而哄骗受害人

进行刷单操作。诈骗分子还以各种

理由要求受害人不断投入资金，最终

导致受害人钱财被骗。

“双十一”本是开心购物的时刻，

大家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一定要

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原

则，守护好自己的钱包，让诈骗分子

无机可乘。

通讯员 吕倍思 周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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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期间，受害人李女士在

电商平台购物后，接到陌生来电。对

方自称商家客服，能准确说出她的购

买记录，称其购买的商品因质量问题

需召回，还强调不尽快操作就会影响

购物信用。

因对方信息准确，李女士点击

“客服”发来的链接，按要求输入银行

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号及验证码等

信息。不久后，她就收到了多条银行

扣款短信，共转出近 5000 元。她这

才发觉被骗。

警方提醒：伪装成客服的不法分

子以商品质量问题、购物信用等为

由，诱使受害人点击虚假链接，获取

其重要信息及验证码，进而盗刷银行

卡资金。“双十一”购物时，大家对自

称客服来电，尤其涉及提供个人信

息、验证码等情况，务必通过电商平

台官方渠道核实，莫轻信陌生人，以

防财产受损。

本报讯（通讯员 胡雨璐） 近日，东城

派出所民警俞聪驱车在夏溪网红桥附近

巡逻执勤时，发现前方有一名男子朝着警

车挥手并大声喊叫。他意识到该男子可

能需要帮助，立即下车询问原因。

“警官，我们被堵在这里好一会儿

了。我妻子一直说肚子很痛，我怕不及时

送医院的话，小孩子会出问题。你们可以

帮帮我们吗？”见民警下车，一名姓朱的男

子焦急地解释。朱先生表示，妻子疑似预

产期提前。此时刚好是夏溪最热闹的时

候，车辆较多道路拥堵，朱先生的车子难

以前行。由于太过担心妻子的状况，心急

如焚的他见有警车驶过，便急忙下车向民

警求助。

得知情况后，俞聪迅速针对目前路况

作出判断。为了尽快将孕妇送往医院，俞

聪提醒朱先生紧跟着警车行驶，同时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拉响警笛一路疾驰，硬是

在滚滚车流中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10分钟后，两辆车顺利地抵达医院。

俞聪快速下车配合朱先生和医护人

员将孕妇从车内转移到担架床上。直至

孕妇被送进急救室检查后，他这才放心地

带着队员赶往处置下一个警情。

“医生检查后说我的妻子没有大碍。

太感谢你们了。”次日，朱先生在电话中不

断地道谢。

本报讯（通讯员 吕倍思 胡雁祺）

“非常感谢警察叔叔送我们回家，有你们

真好！”日前，来自贵州的刘先生来到市公

安局古山派出所，将锦旗和 7 岁女儿亲手

写的感谢信送到民警陈龙祥手上。

时间回到 10 月 24 日晚上 8 时许，热

心群众杨女士报警求助称，在古山镇金园

村前金自然村附近有三个小孩在哭，身边

没有家长，疑似迷路。

接警后，陈龙祥立即带队赶往现场，

见到了三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孩身穿蓝

色外套、身高 1.2 米左右，还有长相相似，

身高 1 米左右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哭喊着

要找妈妈。

“小朋友，别害怕，告诉警察叔叔，你

们的爸爸妈妈呢，家住哪里呀？”陈龙祥立

即上前安抚道。孩子们因情绪激动，都没

能准确说出详细地址和父母电话号码，只

有大点的孩子记得是住在胡库小学旁边。

于是，陈龙祥抱起最小的孩子，由队

员领着其他孩子一起往胡库小学方向走

去。路上，三个小孩仍不停地哭。他就在

附近的小卖部买了棒棒糖给他们吃。待

孩子们的情绪稳定后，他进一步询问得知

三个小孩都姓刘，是亲姐弟，来自贵州，在

古山镇读书生活。通过查询居住信息后，

他很快联系到了他们的父亲刘先生。

原来，当天下午，刘先生夫妇带着三

个孩子到前金自然村亲戚家吃晚饭。饭

后，7 岁的姐姐小楠（化名）带着 4 岁的龙

凤胎弟弟妹妹去找附近的同学玩。由于

对周边不熟悉，他们迷路了。

眼见弟弟妹妹因迷路害怕地哭泣，小

楠也急哭了。此时的刘先生夫妇还在吃

饭，以为孩子只是在门口玩，直到警方联

系上他们才发现孩子走丢。

得知爸爸妈妈要去派出所送锦旗，小

楠也写了封感谢信给陈龙祥。7岁萌娃手

写的感谢信字迹工整、思路清晰，让陈龙

祥感到既意外又惊喜。

“我女儿上小学了，在家经常练字。

写感谢信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我们就指

导她写了这封感谢信。”刘先生说。

走失萌娃找到父母
专门写信致谢民警

11月8日，市公安局龙山派出所副所长王玉希在走访过程中得知，辖区一患病高龄老人因

身份证丢失，影响看病就医，但因行动不便，无法到派出所补办身份证。为深入践行“能动警

务”，11月11日，王玉希带队上门为老人拍照，成功为其补办身份证。 通讯员 项淑清 摄
上门补证

待产孕妇紧急求助
民警争分夺秒开道

◆接到丢件电话 理赔款未到却被扣钱

◆骗子冒充商家客服 一女子被骗数千元

◆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牢记“三不”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