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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兼职工作一定要去正规公司、中介、招聘平台，并签订劳
务合同；不要有“贪图小便宜”和“轻轻松松赚大钱”的心理，不要
轻信网上所谓的高额回报，不要轻易点击网络链接；网络刷单本
身就是违法行为，任何要求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如遭遇
诈骗要立即报警，并将相关证据和材料留存提交给警方。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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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俞怡至 通讯员 刘宇翔）近年来，随着人们安防意识
的提高，门磁报警器等技防物品受到青睐。本是利于安全的物
品，却不想被“有心之人”利用，干起了诈骗群众钱财的勾当。

6月13日下午，家住东港某小区的贺女士急匆匆来到东港
派出所。贺女士告诉民警，当天下午3时左右，一个穿着工作
服、操外地口音的男子来敲她家门，说自己是“社区安防的”，过
来统一安装报警器，还告诉贺女士是免费安装的。当对方装好
后，却要求收取贺女士测试和联网等服务费500元。

贺女士顿时起了疑心，但由于当时只有自己和孩子在家，
出于安全考虑，就支付了500元钱。事后，贺女士向社区核实，
更加确认自己遇到了骗子，于是报了警。

接警后，东港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并于当晚在东港某宾
馆将嫌疑男子抓获，并收缴了20余只还未使用的报警器。

据交代，男子叫何某某，今年27岁，广东德庆人，6月11日
来到舟山，于6月11日至13日，分别在东港以及浦西一带，以
“社区安防”名义到居民家中推销价值仅10元左右的门磁报警
器，安装完成后再向居民提出收取300至500元不等的“维护
费”。截止案发，已有13户居民上当被骗，诈骗金额共计4300
元。

目前，何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5日。

日常生活中，如遇到上门服务类项目，如发放蟑螂药、安
装报警器等活动，一定要及时向社区或当地派出所核实。一
旦被骗，务必要第一时间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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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宇翔）你接到过这种电话吗？对方自称是某某
机构工作人员，告诉你曾有贷款申请记录，如不消除将会影响
个人征信。如果有，那你得留个心，可能这是个骗局。近日，家
住东港的市民毛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骗局。

6月15日上午，正在单位上班的毛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
话。电话那头是一名男子。该男子自称是“360借条工作人
员”，称毛女士在大学期间有申请贷款记录，如不消除掉，会影
响她的个人征信记录。

听到男子的话，毛女士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并告知自己
从未在“360借条”借贷过。

可男子接下来的一番话让毛女士改变了主意。“你这种情
况应该是个人信息泄露，别人使用了你的个人信息申请了贷
款。你的身份证号码是……，你的姓名是毛……”

听到男子准确地报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及名字，毛女士开
始相信男子所说的话。

随后，男子要求毛女士添加QQ好友。男子通过QQ电话继
续与毛女士联系。男子告诉毛女士，想要消除贷款申请记录，
只要在“360借条”重新申请贷款，按照最高贷款金额把钱贷出
来，然后把钱转入对方的中国银监会认证对接账户的银行卡，
最后把钱还入“360借条”就可以了。

按照男子说的，毛女士下载了“360借条”APP，注册时发现
需要上传身份证照片。当时毛女士的身份证未在身边，男子提
出让毛女士下载一款名为“小米金融”的APP，声称该APP也可
以达到消除申请记录的效果。

毛女士下载了“小米金融”并注册，申请了7000元最高贷
款额度，随后将钱转入男子提供的银行卡账户中。

让毛女士没想到的是，几分钟后，男子发来一张征信中心
的截图，内容里还有毛女士的个人信息。男子称毛女士在微
博、58同城、支付宝、微粒贷这些平台上都有贷款痕迹，如果这
些贷款痕迹不消除，毛女士的7000元钱就回不来了。

毛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遇到骗子了，便要求男子返还自己
的7000元钱。结果显而易见，7000元钱打了水漂。毛女士报
了警。目前，我区警方已对此事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查中。

诈骗手段千千万，“我不相信”是关键。个人征信是由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的，无论银行还是个人都无权删除
和修改。广大市民接到此类电话请及时挂断，勿要与骗子过多
纠缠而落入圈套上当受骗。如被骗，请保存好相关信息，及时
报警。

【提醒】

只要提到骗子，大家都恨得牙痒痒！随着网络的不断发
展，诈骗的花样更是层出不穷。这不，新套路又忽悠上了。

今年3月份，市民李某向烟台蓬莱市公安局报案，称其被
他人冒充某歌手、以办演唱会需赞助，并许诺高额回报等手段
诈骗1.3万元。

接警后，烟台蓬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对此案立即
开展工作，很快锁定东营市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经过缜
密侦查、细致摸排，将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

经审讯，王某对通过冒充某歌手，骗取他人信任，随后以各
种理由诱骗受害人转账进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受害人
涉及黑龙江、重庆、安徽等省市10余人，涉案价值6万余元。目
前，王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来源：烟台反诈骗中心）

天上不会掉馅饼，大家不要被所谓的高
收益迷惑双眼。一旦你上了勾，骗子就会以
各种理由掏空你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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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宇翔 司徒英妍）“足不出户，日赚千元。”“动动
手指就能轻松赚钱，工资日结，绝不拖欠……”看到这样的兼职
刷单广告，你会动心吗？家住六横的叶女士没能抵住诱惑，结
果钱没赚到，反被骗4000多元。

6月19日上午，叶女士用手机上网时看到一则有着“京东”
标识的网络链接，内容为刷单赚钱。看到有“京东”标识，叶女
士觉得非常可信，于是点开链接，但页面显示的并不是“京东”
相关内容，而是一款名为“聊天宝”的APP，声称“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轻松赚钱”。一时赚钱心切的叶女士没多想，赶紧下载了
APP。

注册登录后，叶女士收到客服人员的消息。对方告诉叶女
士先充值交钱，再进行刷单任务。叶女士照做后，开始按提示
刷单。

很快，叶女士完成了第一单任务，收到了自己的本金和佣
金。尝到甜头的叶女士继续刷单，且单单成功返现。

第二天，叶女士又通过“聊天宝”与客服人员联系，要求刷
单。当叶女士把刷单本金222元转入对方支付宝账号后，对方
告诉叶女士此次刷单任务是连单，待所有任务完成后才可以结
算，并将一笔143元的刷单任务发送给了叶女士。

第二单、第三单……对方连续发了2单任务给叶女士。叶
女士都一一照做。待完成3单任务后，叶女士收到对方消息，
称叶女士已完成连单任务，但附加任务没有完成，依旧不能返
现。

就这样，298元、389元、1556元、1989元，在对方的劝说下，
叶女士连续转账，完成了4单附加任务。

本以为刷单任务就此结束，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无休止的任
务。叶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骗子，赶紧报了警。

目前，我区警方已立案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