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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胡锦 郭宇）轻轻松松、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即可
获得水果，又有高额佣金？没错，刷单诈骗业务又重出江湖了，
只是这次，它偷偷地改头换面了。我区已有市民上当被骗。

近日，家住东港街道的徐女士在微博上“冲浪”时，看到一
个免费送水果的活动，让她心头一动，便根据指引下载了一款
名叫“果聊”的APP。

下载注册完成后，客服告诉徐女士，在“果聊”刷单，不仅可
以送水果，还有高额佣金。

徐女士一听来了兴趣，赶紧扫了对方发来的二维码，刷了
一个50元的单子。没过多久，徐女士就收到60元的返利。顺
利提现后，客服又发来一条信息，称只要分别转账300元和400
元，系统后台会继续给她发送刷单任务。徐女士觉得有钱可
赚，就按照对方要求转了账。

很快，徐女士就收到340元、450元两笔返利。徐女士大
喜，马上提了现。“这钱太好赚了！”徐女士被天上的“馅饼”砸昏
了头，将之前学到的防诈骗提醒统统抛之脑后，殊不知自己已
落入骗子的圈套中。

随后，徐女士按客服要求，分三次转账，每次500元。本以
为能收到可观的返利，但说好的2400元返利却迟迟未到账。
经沟通后，客服以刷单任务未完成为由，要求再刷3000元才能
把本钱和佣金一起返还。一听这话，徐女士才想起之前接受的
防“刷单”诈骗宣传知识，蓦然醒悟，赶紧向警方报警求助。目
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网络诈骗层出不穷，花样更是经常翻新，但万变不离其
宗，所有的“刷单”行为都是诈骗，不受法律保护。广大

市民在看到“刷单”“刷信誉”“刷信用”等网络兼职
广告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上不会掉馅饼，莫

贪小便宜，要勒紧“裤袋子”，守住“钱袋子”，
骗子就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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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证书、证件，请通过正规渠道，切不可存在投机取巧的
心态，不要轻信陌生人或圈内小道消息，以免上当受骗。

【提醒】

（通讯员 刘宇翔 司徒英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
证书，是在中国籍海船上任职的有效适任证书，其取得以及使
用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
则》规定。让人没想到的是，有人利用船员想要取得证书的心
理，谎称可代办证书来骗取钱财。

近日，家住六横的陆某和几位亲戚扭送一名“诈骗犯”来到
六横公安分局。“就是他，从2018年开始答应给我和亲戚办船
员适任证书，前前后后收了我们60多万元，可证书至今没办下
来，他就是个骗子。”陆某气愤地向民警控诉道。

事情要从2018年说起。2018年4月的一天，在某船务公司
工作的唐某应邀到家住六横的老杨（化名）家吃饭，当时陆某也
在。饭桌上，唐某夸下海口，称只要花钱，不用考试他就能弄到
船员适任证书。这让作为船长的陆某很是心动，便向唐某表达
了想要花钱买证书的想法。

事后，唐某从网上查询了办理船员适任证书的相关信息，
并向相关部门咨询了办证事宜，得知办证必须走正常程序。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因欠债未还、被债主催逼的唐某，动了
歪脑筋。“证书可以办了，不过得先支付4万元，办证期限大概
需要17个月。”唐某打电话给陆某。

几天后，唐某收到陆某转账的4万元钱，这笔钱唐某用来
还信用卡和小额贷款。

随后的一年多里，唐某又陆续以交学费、培训费等为借口，
要求陆某转账11.5万元。陆某每次有求必应。

期间，陆某还介绍了几名亲戚，请求唐某帮忙办理船员适
任证书。唐某按照老套路陆续要求转账。两年间，陆某与其亲
戚一共向唐某转账60余万元。

直到今年5月底，陆某等人询问办证进展，却联系不上唐
某，意识到情况不对，便来到唐某的工作单位，要求唐某退钱。
拿不出钱的唐某便被陆某等人扭送到了六横公安分局。

目前，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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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姝与 通讯员 刘宇翔）本想贷款几万元急用，没想
最后钱没贷到，反而被骗走2.5万余元。近日，我区一小伙张
峰（化名）就遭遇了这样的诈骗经历。

事情发生在7月17日。当天上午8时左右，正在自己店里
忙活的张峰收到一条开头为“顺丰”的手机短信。打开一看，是
一条关于被授予6.5万元贷款额度、下载“顺丰金融”APP便可
贷款的短信。

“最近刚好急用钱，我就点开了短信，并下载了APP。”张峰
说，根据页面提示，他填写了个人注册信息资料，并联系客服申
请了3万元的贷款。

客服告诉张峰，3万元贷款需1500元的工本费。张峰爽快
地向客服发来的银行账户转了帐。

没过多久，客服回复，贷款很快到账。
于是，张峰欣喜地跑到银行提款，机器却显示转账失败，无

法识别正确卡号。
张峰咨询客服原因。客服表示，可能是账户和银行卡号不

符，让其去个人资料处核对一下。
经仔细核对，张峰发现真是自己注册填写资料时把银行卡

号的一个数字写错了。
此时，客服通知张峰，由于他的粗心，3万元贷款被冻结了，

想要解冻，需交付贷款数的40%的解冻费，即1.2万元，不过解
冻费到时会和贷款一起返回到张峰的账户，并发来一个解冻专
用的银行账户。

一听因自己失误而导致贷款被冻结，张峰慌了，赶紧往该
银行账户转了1.2万元。

待转好账，客服表示，张峰未备注自己的名字，需要重新转
账。为了贷到款并拿回支付的解冻费，张峰再次转了1.2万元。

本以为就此完结，能顺利拿到贷款，可事情远远还没有结
束。客服告诉张峰，由于银行卡号填错，之前的贷款合同无效，
需要重新修改，要收取2.1万元的激活费。

张峰感觉到不对劲，要求退款，但客服表示只有完成激活方
可退款。这下，张峰彻底意识到自己是碰到了骗子，赶紧报了警。

目前，我区警方已立案侦办此案。

据民警介绍，贷款类诈骗中，骗子通过在网页投放虚假广告或利用手机、微信、QQ
等社交工具，寻找急需用钱的人，实施诈骗。行骗过程中，骗子要么通过网络发布信息
或直接电话、短信联系受害者，谎称可提供“小额贷款”；要么则是有资金需求的受害者
主动在“贷款”网页上填写个人信息，成为骗子的下手目标。

本案中，骗子之所以制作这款APP，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诈骗的欺骗性，另一方面也是
想获取受害者更多个人信息，为后续诈骗做准备。张峰的操作失误，更让骗子“顺竿
爬”，编造出更多转账理由。

民警提醒，市民若需贷款，尽量通过银行等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申请；选择网络贷款
时，对贷款平台的真实性务必核查，如对方要求先缴纳费用，需格外警惕。

【提醒】

【
案
例
】

【
案
例
】

面
都
没
见
就
被
骗
了500

元

烟
台
破
获
一
网
络
招
嫖
诈
骗
案

近日，烟台莱阳警方经过缜密侦查、综合研判、多警联动，
成功破获一系列网络招嫖诈骗案，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初某。经
查，初某连续作案30余起，涉案金额1万余元。

6月29日，烟台莱阳一市民报警，称其在网上被一名叫“小
公主”的人，以发布虚假招嫖信息为诱饵诈骗500元。接警后，
在烟台市反诈中心的指导下，莱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
立即与辖区派出所联合开展侦查、研判工作。

经研判，办案民警初步确认，涉案微信号的注册人为初
某。与此同时，办案民警紧紧围绕涉案微信号的“红包”“转账”
等相关信息展开侦查工作，最终成功确定初某就是虚构招嫖信
息的嫌疑人。

7月17日，办案民警发现嫌疑人初某在青岛某公司上班。
为不打草惊蛇，办案民警对初某工作公司的周围进行了走访摸
排，最终成功确定嫌疑人初某此时正居住在该公司的员工宿
舍。当日，在青岛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初某
抓获，并扣押作案手机一部。

经讯问，初某交代，将微信号进行伪装，通过朋友圈等方式
发布“提供上门服务”“优惠大酬宾”“交200抵500”“交500抵
1000”等虚假信息进行诈骗，并承认自2020年1月以来，通过假
冒年轻女性的方式虚构“招嫖”信息诈骗涉及青岛、莱西、莱阳
等多个县市区，作案30余起，涉案资金1万余元。

目前，初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骗子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招嫖信息，借招嫖之名实施诈骗，
只有洁身自好才不会上当。不随意向他人透露个人信息，不要
向陌生人转账，以防落入骗子的圈套。

（转自烟台反诈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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