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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曹伦平 赵雪茹 张
兆勇）“我正准备按照她的提
示，再转账几万元，赎回前面
投资的钱，幸亏你们及时赶
到，我才没有损失更多，太感
谢你们了！”近日，家住润州区
梅花巷的居民华先生一个劲地
对金山派出所民警王晓军表示
感谢。

5 月 24 日上午，金山派出
所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群
众华先生可能遇到了诈骗。值
班民警王培峰立即拨通了华先
生电话：“你很可能遇到了网
络诈骗，从现在开始，千万不
要提供个人身份和账户信息，
更不要听信任何理由进行转账
汇款，我们民警马上就到你
家！”

一场与诈骗分子的赛跑正
式开始。距离受害人华先生居
住地最近的正在巡逻的民警王
晓军，在所长王飞安排下赶往

其家中。“当时他不相信自己
被骗，还一直说和这个‘女友’
认识很久了，感情非常好，她
不可能骗他。”王晓军介绍当
时劝阻情形时说，看到华先生
对“女友”深信不疑，王晓军
于是帮助他分析两人相处过
程，以及转账“投资”情况，
告诉他这属于典型的“杀猪
盘”诈骗方式，此时华先生方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原来，今年4月底，华先生
于某网站认识了这名自称姓李
的女性网友，经其推荐下载一
个“事密达”APP，两人通过

“事密达”聊天，平常聊天更是
以“老婆”“老公”互称，华先
生迅速坠入“爱河”。

不久之后，该女性网友推
荐 其 下 载 “HKEX 联 合 交 易
所”，称在该APP内进行所谓的

“投资”央行数字货币，轻松赚
钱，华先生深信不疑。自5月13

日起至 5 月 24 日，华先生陆续
投资47100元。起初，他先是投
了2万多元，发现无法提现。后
询问“女友”，被告知要再投 1
万元加入会员才能提现，华先
生又转了 1 万元，但仍不能提
现，“女友”又发给他一个税务
局文件，称还要交20%的个人所
得税，华先生按“女友”要求
进行转账。此后，“女友”又编
造其他借口让华先生转钱，所
幸被及时赶到的民警制止。

听了民警的分析，华先生
立 即 联 系 “HKEX 联 合 交 易
所”客服，却发现自己已被拉
黑，而交往近一个月的“女
友”也无法联系上。

目前，金山派出所已经对
该案立案侦查，正联合反诈中
心开展资金冻结止付等相关工
作。

“女友”指导“投资”，男子被骗4万余元

继续转账时，被民警阻止

本报讯（景泊 邵臻 籍月
恒）“你们先稳住老人，不要给
她办理汇款业务，我们马上就
到！”6月 29日，丹阳南环路派
出所民警与丹阳市华南路农商
行网点工作人员一道，成功劝
阻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为 76
岁的老人束某保住了两万元存
款。

6 月 29 日 11 时许，在丹阳
市云阳街道华南路农商行网点
营业厅内，一名年过七旬的老
人急匆匆来到柜台，掏出一张
字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串
数字，说要给上面写的这个银
行账户汇款两万元。见老人独
自一人，又是往外省陌生账户
转账，联想到之前接受过的反
诈宣传，银行工作人员魏某顿
时警觉起来。

“阿姨，这是一个外省账户
嘛，您这是要把钱汇给谁呀？”
魏某问道。“是我侄子。”“您侄
子叫什么名字呀？您把他电话
告诉我好吗？”老人却吞吞吐吐

起来。见老人似乎并不知道所
谓“侄子”的电话号码，魏某
推测老人可能遭遇了电信诈
骗，便马上拨通了报警电话。

“我不汇了，我不汇了。”
没想到派出所处警民警刘峰等
三人赶到现场后，老人却急着
想走，并不愿意配合民警的询
问。刘峰担心老人不在该银行
网点汇款，还会去其他网点汇
款，便和魏某一起，对老人进
行耐心细致的劝说。

老人在两人的耐心劝导下
冷静了下来。她说自己姓束，
今年 76 岁，平时与老伴同住。
当日上午，其在家中通过座机
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她
的侄子：“他在电话里讲是我侄
子，房子装修急用两万元，叫
我先汇两万元给他。我放下电
话就赶紧过来汇款了。”

民警一边记下了纸上的银
行账户，一边从银行方面了解
到，老人准备汇款的账户所在
银行是广东省某银行支行，户

主是沈某某。经询问，老人与
侄子一家走动并不频繁，侄子
是不是在珠海、家里是不是要
装修，老人都说不清楚。

民警判断老人的确是中了
骗子的圈套。“老人家，您这种
情况我们遇到过不少，骗子会
冒充亲属或者公职人员打电话
给您，以各种理由让您汇钱，
汇款前你一定要确认他的真实
身份呀!”

随后，民警向老人要其子
女的联系方式，见老人迟疑便
没有强求，而是主动将派出所
值班电话和个人电话留给老
人，叮嘱她下回再有类似来
电，一定要提高警惕，不管对
方怎么说一定不要着急，先第
一时间联系子女或者民警。心
有余悸的老人连忙向民警和银
行工作人员道谢。

因为担心老人，民警刘峰
事后又多方查找联系上了老人
的儿子，叮嘱其多关心、提醒
老人。

本报讯（彭媛媛 黄子栩 张
兆勇）雷某独自一人在扬中市
八桥镇一工厂打工，为排遣
寂寞，近期决定买一只宠物
狗和自己做伴。可万万没想
到，正是这件事让他掉入了
骗子的陷阱，损失了 1180 元。

6 月 30 日下午，雷某来到
扬中市公安局八桥派出所报
警称： 6 月 26 日 13 时许，他
在网页上搜索“宠物狗”，看
中了一只 800 元的宠物犬，便
通过链接添加微信联系了卖

家。经沟通，雷某以 700 元的
价格谈下了一只牧羊犬，卖
家 让 雷 某 先 预 付 300 元 的 定
金，剩余的 400 元尾款等发货
时再付，雷某欣然答应。

一 小 时 后 ， 卖 家 从 微 信
上给雷某发了一段发货的视
频，雷某如约支付尾款。这
时，卖家发来一个号码，说
是宠物托运的老板，称还需
要支付一笔托运途中的“宠
物喂养费”，雷某信以为真，
联系托运老板后便支付了 480

元。
随后，从 6 月 27 日到 6 月

30 日期间，雷某多次询问卖
家和托运老板宠物托运的情
况，对方均没有给予任何回
应，两个微信也同时限制了
雷某查看朋友圈的权限。感
觉自己被骗的雷某，来到派
出所报警。

目前，此案正在调查中。
警 方 提 醒 ： 网 上 购 物 ，

最好选择正规的网络交易平
台，防止上当受骗。

掉入了骗子的陷阱

网购宠物犬被骗1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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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子”装修急需2万元？

警民联手助七旬老人止损

以 高 额 度 、 低 利
息、不查征信、到账快
等夸张内容吸引眼球，
用以筛选有借款意愿的
诈骗目标，然后再以需
要 缴 纳 会 员 费 、 验 资
费、解冻费、保证金等
多种名目实施诈骗……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一
些诈骗分子仿冒京东金
融、马上金融、360 借
条 等 平 台 ， 推 出 大 量

“李鬼”APP。这些“李
鬼 ” APP 的 logo （标
识） 与正规 APP 的 logo
非 常 相 似 甚 至 一 模 一
样，因此容易让人信以
为真，但这些 APP 的运
营者，却在想方设法骗
消费者的钱。

记者分析国家网信
办反诈中心7月1日公布
的典型案例发现，有的

“李鬼”APP在消费者申
请借钱之前就要求支付
一些费用，在提现环节
又要求支付验资费;例
如，今年 6 月，山东消
费 者 秦 某 在 “ 马 上 金
融”仿冒 APP 申请贷款
10万元，平台要求先交
1 万元金融贷款保险，
否则不能提现。秦某按
要求交钱后依然无法提
现，平台要求再交 5 万
元验资费，并承诺会将
保险费和验资费一并返
还，秦某充钱后共计被
骗 6 万 元 。 有 的 “ 李
鬼”APP 以手续费打折
的名义诱导消费者升级
VIP 进行诈骗。例如，
今年 3 月，河南消费者
钱某在“长城资产”仿
冒 APP 上 进 行 期 货 投
资。该平台客服以免费
提供增值服务为由添加
其微信，并告知钱某缴
纳 2.5 万 元 即 可 成 为

“VIP 用户”，可享受手
续费打折并优先获取相
关市场信息。钱某信以
为真，便向指定账户进
行了转账，最后被平台
客服拉黑。

记者7月1日从国家
网 信 办 获 悉 ， 今 年 以
来，国家网信办反诈中
心排查打击仿冒APP4.2
万个，并纳入国家涉诈
黑样本库。目前，国家
涉诈黑样本库已涵盖并
处置涉诈网址 380.4 万
个、APP51.4 万个。其
中，已发现的假冒京东
金融的 APP 共 5677 个，
假冒马上金融的APP865
个 ， 假 冒 360 借 条 的
APP681个。

对此， 360 数科反
诈专家提醒消费者，在
正规金融机构和借款平
台借款之前是不需要缴
纳任何费用的。正规平
台客服也不会通过国际
电话、支付宝、个人微
信联系用户，如果遇到
客 服 发 来 身 份 证 、 工
牌、公司营业执照、前
台视频等“自证官方”
的图片视频，务必保持
警惕。同时，下载 APP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应用
市场下载，不要扫描所
谓“客服”等陌生人发
来的二维码下载APP。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
责人指出，诈骗分子利
用仿冒投资平台诱导欺
诈网民，让网民遭受严
重的财产损失，应引起
足够关注。APP 商店等
平台应加强对可供下载
APP 的安全性审核，防
止虚假 APP 浑水摸鱼，
坑害广大网民。

据《工人日报》

一大批“李鬼”APP
在想方设法骗你的钱

当心当心！！

漫画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