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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此案就是以免费送幌子，诱骗受害人进行网络诈

骗！骗子的套路就在于，用“免费送商品”的噱头吸引用户，然
后再实施一系列的诈骗动作。

免费送商品诈骗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除常规骗取钱
财外，你填写的个人信息可能被不法分子转手买卖，进行
推销电话、短信甚至是其他类型的诈骗。因此警惕“免费
送商品”骗局，同时也不要将未确认的营销信息轻易转发
给亲朋好友，以免引发更多人被骗！

（来源：烟台反诈骗中心）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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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占龙）家长们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很多人
更是愿意在子女教育上“一掷千金”。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在
“教育投资”时，一定要小心谨慎，谨防被骗子盯上。近日，家住
东港的李先生就不慎中招，被骗走10万余元。

5月29日上午，李先生正在单位上班，突然有人加他QQ好
友。“对方说是我的儿子小李，所以我没多想就通过了好友申
请。”李先生说。

“爸爸，我们学校有个清华大学资深老师的培训班，总共3
门课，需要19800元，我想参加。”在QQ里，“小李”告诉李先生具
体信息可以与他们的“周老师”联系。

孩子要学习是好事情，李先生没多想就同意了，并按照
“儿子”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了“周老师”。

“确有此事。”电话中，“周老师”告诉李先生报名于当天下
午4时截止。李先生赶紧向“周老师”指定的银行账户汇了
19800元。

“是一门课程需要19800元，不是3门课程。”“周老师”致电
李先生。李先生没多想，又赶紧汇出39600元。

“你还要再汇45000元，因为每一门课程需要15000元的教
材押金。”当李先生汇完钱，向“周老师”进行电话汇报时，对方
如是说道。

此时，李先生的银行卡因为有转账限额，无法再通过ATM
机进行汇款。

“我先帮你垫付，你明天再把钱汇过来。”“周老师”在电话
中“慷慨”地说。

第二天一早，当李先生急匆匆赶到银行，通过ATM机汇出
45000元，准备给“周老师”打电话时，却发现对方停机了。于
是，李先生给儿子小李发了一条微信。

“什么钱？我没让您汇过钱啊……”很快，小李回复了信息。
意识到遇到了骗子，李先生连忙向警方报了案。

警方提醒，家长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千万不可盲目汇款。遇
到类似情况，一定要及时与自
己的孩子或者熟悉的老师联
系，多方核实事件的真实性，
切勿轻易转账或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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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宇翔）近日，家住沈家门的小玉（化名）很郁闷，
本来想着在家无事通过手机赚点钱，没想到钱没赚到，还被骗
了13万余元。

5月27日中午，吃完午饭正在休息的小玉突然被一陌生网
友拉入一个微信群。进群后，小玉发现有人发布消息，称只需一
部手机，按要求完成相关任务，便可足不出户轻松赚钱，有人还
晒了赚钱的截图。小玉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赚钱路子，便开始按
要求做任务，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7个任务，赚到了10余元。

就在小玉准备见好就收时，群里发布了新任务“币赢娱
乐”，只要根据群内指导老师的提示进行充值，便可获利。

小玉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充值了200元，随后平台退回258
元到小玉的账户。

“这任务不错，比其他任务赚钱多！”第二天，小玉充值了
1000元，平台退回给小玉1294元。

尝到甜头的小玉便加大充值数额——1万元！充值后，让
小玉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她竟然中奖了，奖金25万元。

让小玉更想不到的是，这次平台无法提现。这让小玉很着
急，与平台一番交涉后，小玉意识到了不对，便找到微信群里的
“指导老师”，主动表示愿意放弃25万元奖金，只要拿回本金1
万元。

“不行，只有再充值8.9万元，变成VIP9，方可拿到本金和奖
金。”该名“指导老师”回复小玉，还表示其愿意贴补小玉3.3万元。

为了拿回本金，小玉只能硬着头皮分3次向平台转账充值
5.6万元。待账号升级至VIP9后，小玉赶紧进行提现操作。系
统却提示小玉“账号属于异地充值”，需缴纳30%的异地保证金
方能提现。

“奖金我不要了，你把本金钱还我吧。”本金加上奖金，小玉
账户里有30多万元，30%的异地保证金就是10余万元，小玉决
定放弃奖金。

“我问了老板，老板愿意借你10万元，提现后还给他，我帮你
出5000元，余下的你自己负责。”小玉再次信了“指导老师”。

可第二天“指导老师”告诉小玉老板只借了8万元，差的2万
元得由小玉自己补上。为了拿回钱，小玉再次转账2万元。

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可以顺利拿到钱，没想系统提示
账号存在风险，需收取人工费15280元。于是小玉又转账了
15280元，可结果依旧无法提现。意识到事情不对的小玉报
了警。

目前，我区警方已立案调查。

类似网上兼职做任务、刷单等骗局随处可见，朋友圈、各大兼职平台，更有甚者
直接发短信，其原理类似于传销。第一次“任务”完成，犯罪分子会给予受害者一点
甜头，使受害者放松警惕，从而进入骗子的圈套。

民警提醒，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不要贪图小便宜，想要兼职请通过正规渠
道；不要轻易点击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网页链接和二维码，保护好个人信息；如果发
现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提醒】

（通讯员 刘宇翔）在互联网大数据高速发展的当下，出门
不需要带上现金或银行卡，只带一台手机足矣，手机支付宝、
微信就相当于钱包。而支付宝上的“蚂蚁花呗”更像是电子信
用卡，能让用户享受到提前消费、延后还款的便捷体验。当蚂
蚁花呗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

家住舟山的范小伙（化名）对“蚂蚁花呗”很是熟悉，也使用
过“花呗”进行购物消费，还拥有不低的额度。

今年3月的一天，范小伙一时手头紧张，想弄点钱花，偶
然想起自己的一位网友曾经说过，他有一个朋友在做“花呗
套现”生意，便从微信好友中找到该网友，咨询“花呗套现”
事宜。

“要套多少，我给你找码。”该网友很豪爽，发给范小伙一个
二维码。范小伙扫码通过花呗向对方转账1999元。

没过多久，该网友通过微信向范小伙转账1987元，并告知
少的12元是支付宝扣除的手续费，其朋友并未收取手续费。

随后，范小伙继续扫码通过花呗向对方转账1999元。
这次该网友并未将套现的钱转给他，而是告诉他，其

朋友嫌麻烦，要求套现全部完成后，再将套现的钱转给范
小伙。

范小伙对此没多想，又通过花呗转账1999元，并告知该网
友套现结束。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范小伙既无奈又生气。

“他那边可能有点限制，钱需要提卡里再转账至微信，耐心
等等。”等待套现钱款到账的范小伙等来了这么一句话。

“微信就微信吧。”范小伙想，只要能拿到钱，转哪都无所
谓。可一个小时过去了，钱款还没有到账。

范小伙再次催促该网友，该网友却告知其朋友被限额了，
要再等等。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范小伙每次催款，该网友
总会以各种理由拖着。

直到5月份，范小伙意识到不对劲，这才报了警。目前，我
区警方已受理此案，并展开调查。

随着网络的发展，移动支付变得越来越普及，一些不法分子
便瞄上了这个新市场，开始制造各种有关的网络骗局。目前常
见的有：花呗套现（刷单）被骗、网上贷款被骗、盗取支付宝账号
后遭受不法侵害等。而骗子们是想尽各种办法和你玩心理战
术，引你上当。

民警提醒，千万不要企图通过花呗套现来获得一时收入，不
仅要支付中介费、负责还清欠款，还极有可能被诈骗分子利用。
因此，不贪婪、不入局、不违法，否则就会像文中的范小伙一样，
套现不成反被“套”。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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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时下最热门的水果，大樱桃必有一席之地。鲜艳的颜
色，水嫩甘甜的口感，可谓是让众多“吃货”尽尝鲜。但如果此
时有人告诉你，只要转发个朋友圈，就能领3斤新鲜大樱桃？
如此简单的“好事”心动了吗？

“只需加好友、转发朋友圈，即可免费领取3斤价值不菲的
车厘子……”近日，成都张先生看到朋友圈一则免费领车厘子
广告后，果断入手想尝尝鲜。他按要求添加了店家微信，并转
发了广告图片到朋友圈。

当张先生告知店家收货信息，坐等收货时，被拉进了一
个微信群。群里有几百号人，有个自称“导师”的人主动加
他，并发给他一个彩票网站，声称按照操作来做就能赚钱，
30分钟本金利润一起提现。

抱着试试的心态，张先生投了50元，可对方又让他再交
钱。张先生意识到这可能是骗局，赶紧删了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