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刘宇翔

“订一间包厢，一共2桌，一桌
10人，菜品按照100元一人的标
准。”小本经营的餐饮店遇上这样
的订单大多都会爽快接单。当心，
这有可能是骗子的陷阱。

9月8日，一龚姓女士来到公安
机关报警求助，称其掉入假订餐诈
骗陷阱，被骗9万余元。“9月7日晚
上，我在店里接到一个电话，对方
说他是‘黑控教育’的老师‘刘振华
’，要订8日晚上的包厢。我通过座
机上显示的号码添加了他的微信，
将预拟好的菜单发给对方，他也同
意了。”龚女士告诉民警。前期沟
通顺畅，这笔“生意”看起来一切正
常。

然而，到了9月8日上午，“刘老
师”再一次联系龚女士，称还需订购
100套佛跳墙，并推给她一个微信二
维码，称以前都是通过这个联系方
式订购佛跳墙的。“我问对方为什么
不自己订购，他说与供应商有过节，
不好意思出面，并且会先把订购需
要的13.8万元转账给我。”没有丝
毫怀疑的龚女士添加了“刘老师”提
供的供应商微信，并将自己的银行
卡号发给了“刘老师”。

很快，“刘老师”在微信上发给
龚女士一张转账 13.8万元的截
图。而龚女士未经查实，找到“供

货商”订购了100套佛跳墙礼盒，
并转账了3万元定金，又去银行柜
台转账了6.6万元。回到家后，龚
女士细想之下，感觉事情不太对
劲，于是赶到公安机关求助。

【警方提醒】

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在接到
陌生电话且交易数额较大时，一定
需保持清醒，仔细核实真伪。如有

交易，一定以账户真实到账为准，即
便看到转账截图也不要轻易相信。
只凭借陌生电话、微信联系，要求垫
付货款、代为购买指定商家商品的，
应提高警惕，十有八九是诈骗。

□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刘宇翔

接到陌生电话，询问是否需要
网络贷款，下载App注册后又被要
求转账方能解冻放款。这样的骗
局很容易吸引正有需求的贷款“小
白”。

近日，张先生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贷款公司工作人员，问
他是否需要贷款。对正急着用钱
的张先生而言，这个电话犹如一场
“及时雨”。“我最近资金紧张，就问
了下如何贷款，对方让我添加微
信，我就加了。”添加微信后，对方
先让张先生下载了一款名为“京东
金融”的App，引导其在App上填写
资料。完成注册后，张先生申请了
2万元的贷款。

贷款申请提交没多久，对方联
系张先生称其填错了卡号，需要缴
纳1万元的解冻金。向对方提供
的账号转账后，张先生打开App查
看，发现贷款还是没有到账，于是
询问情况。对方称其操作失误，需
要二次解冻，又让他转账3万元验
证流水，并表示等验证成功后会和
贷款一起下放。

为了能成功贷款，张先生再
次转账。可对方依旧表示操作失
误，需要再转账一次。为了尽快
解冻以及要回之前转账的钱，张

先生又转了3万元。“我打开App
查看，发现还是提现不了，对方说
还需要缴纳一笔保证金，要我继
续转账。”这下，张先生终于意识
到其中有诈，没有再继续转账，并
报了警。

【警方提醒】

此类骗局中，骗子会以“无抵

押、秒到账、不查征信”等为幌子，
吸引受害人下载虚假贷款App或
登录虚假贷款网站，接着以缴纳
“手续费”“保证金”“解冻费”等各
种名义骗取费用，收到转账的钱之
后就会将受害人拉黑。对于急用
钱的朋友们来说，往往不仅没有缓
解资金困难，反而因被骗雪上加
霜，甚至负债累累。

民警提醒，无抵押、低利息、不
查征信免担保等都是骗子的诱惑
手段。贷款应当选择正规的金融
机构，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不要
轻信陌生电话提供的网络贷款信
息，也不要在网上留下个人详细资
料，在放款前收取相关费用的都是
诈骗。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
96110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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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关闭要扣费？

警惕退订“百万保障”骗局
□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刘宇翔

你知道微信、支付宝有个不需
要用户支付任何费用的“百万保障”
功能吗？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部
分用户对支付宝、微信等软件“百万
保障”功能不了解，谎称“‘百万保障’
功能到期，不取消会自动扣款”，以
此套取用户支付信息或诱骗其转
账。目前我区已有市民被骗上当。

近日，蒋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对
方自称是“微信客服”，说蒋女士之前
开通的“微信百万保障”今年开始收
费，问她是否续费，若续费每年需要
缴纳费用9000元。“我不记得自己开
通过这个功能，让他帮我取消掉，但
他说需要我自己操作。”就这样，毫无
防备的蒋女士一步步掉进了骗子设
下的圈套。

在“客服”的指导下，蒋女士在手
机应用商城里下载了一款“Zoom”App，
输入对方提供的会议码后进入会议
室。随后，蒋女士打开“Zoom”App屏幕
共享功能，根据对方指导，打开微信发
现自己确实开通了“百万保障”功能，
因此更是深信不疑。

“他让我打开微信绑定的银行
卡，说要查看我3张银行卡的流水、
余额等情况，我按照指示打开了手
机银行App。”随后，蒋女士又下载
了“中国人寿”App，申请了5万元贷

款，并把3张银行卡以及5万元贷款
都集中到一张银行卡上。没过多
久，蒋女士收到几条手机短信，提示
银行卡内被转出去3笔钱，共计10
万余元。她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
诈骗，拨打110报警。

【警方提醒】

“百万保障”实际是微信、支付宝
等软件为用户支付账户提供的一项免
费保险保障服务，即账户安全保险。

该诈骗套路中，骗子一般谎称
自己是微信、支付宝、银行、保险等
“官方客服人员”，声称受害人开通
的“百万保障”保险服务即将到期，
不取消会被强制扣款，甚至会影响
征信。一旦上钩后，骗子会诱导受
害人下载会议软件，设置屏幕共享，
借机套取受害人银行卡号、短信验
证码等支付信息，用以盗刷银行账
户资金。一些骗子还声称需要将微
信、支付宝等绑定的银行存款转出
至“安全账户”，从而实施诈骗。

民警提醒，凡是以不关闭“百万保
障”业务会影响个人征信、按月扣费、
影响理赔等为由要求转账，或者要求
下载未知手机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
“协助指导操作”的，都是诈骗行为。
接到所谓“客服”的电话，一定提高警
惕不要轻信，有任何疑问可以向官方
平台核实，或者咨询反诈专线。

以为“爱情+事业”双丰收，实则是骗局！警方提醒：

网络交友+网络投资=诈骗

□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刘宇翔

网络另一端的TA温柔体贴、事
业有成，还能带你致富。你以为找
到了心仪的“另一半”，其实对方只
是把你当作“下酒菜”。

7月初，小赵在一个名为“佳
缘”的交友软件上认识了“王某
阳”。两人在交友软件上聊了几天
后感觉“情投意合”，于是添加彼此
微信开始线上交往。

交流中，“王某阳”告诉小赵自
己在新加坡一家叫“SGX”的债券公
司上班,并且有内部消息，在某平台
能准确地投资到较好的股票,自己
在上面投资赚了不少钱。

7月下旬一天，“王某阳”称自
己忙不过来,请小赵帮他操作一下
在某平台的投资项目。在大概一个
星期后，“王某阳”拿回账号。“在帮
他操作投资时,我发现确实挺赚钱

的，而他也怂恿我投资。”短时间内
取得的高效益让小赵忍不住心动，
在“王某阳”的引诱和暗示下产生了
试一试的想法，于是开始投资。

在“王某阳”的指导下,小赵通
过银行卡转账2万元充值到平台,
并按他的推荐选择了要投资股票。
随后，小赵又先后向5个账号进行
转账，6次转账金额超11万元。沉
浸在“爱情+事业”双丰收假象中的
小赵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已遭遇诈
骗，直到民警找上门，在配合调查后
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

【警方提醒】

网络交友有风险，不要被对方的
花言巧语与表面行为所迷惑。不要
轻易相信“交友对象”口中的“投资”，
切莫被对方营造的“日进斗金”等说
法所迷惑，当对方开始谈钱，提到“投
资”“买股票”时，就要提高警惕。

贷款不成反被骗 网络贷款需谨慎

假订餐 真诈骗

代购佛跳墙陷入花式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