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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珈伶 通讯员 刘宇翔

近日，市民熊女士向六横公安
分局报警，称其遭遇“机票退改签”
骗局，被骗近2万元。

据熊女士介绍，近日她计划去
云南看望读大学的孩子，通过微信
在“同城旅行”购买了一张宁波到昆
明的飞机票。当晚7时多，她接到
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同城
旅行”工作人员，因熊女士购买的
那趟飞机出现不可逆情况，询问是
否需要改签，如改签可领取延误险
赔偿。

一开始，熊女士想要退票，但对
方诱导其改签，并强调有退延误险
赔偿。熊女士便按照对方指示进行
改签赔偿申领。该名工作人员先让

熊女士进入支付宝，并电话要求熊
女士下载“云视听”App，开启屏幕共
享功能。没过多久，熊女士收到一
条短信，内容是其支付宝绑定的中
国银行卡被划走一笔19980元钱。
熊女士意识到不对劲，报了警。

【民警提醒】

广大市民订购机票要通过官
方途径、正规平台。当被告知航班
延误或取消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官
方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多方渠道
核实；机票退改签等理赔务必登录
航空公司官网或购票平台进行操
作。此外，各类银行验证码和密
码不要透露给任何人，不要随意
下载会议软件并和陌生人开启共
享屏幕。

“假客服”退赔偿作诱导
警惕“机票退改签”骗局

□记者 刘珈伶 通讯员 刘宇翔

“炒股利润大、大师荐股、只赚
不赔。”近日，在一个介绍投资股票
的抖音直播间，主播正在大肆介绍
着。激情的话语、热情的氛围，让
我区市民周涛（化名）深陷其中，最
终不慎被骗15万元。

当天，周涛看到主播介绍后，

第一时间联系上直播间“客服”，表
示想向专家学习投资理财知识。
“客服”热情地回应了他，让他添加
团队QQ号，并同步发送一款名为
“商小信”的聊天软件。待周涛注
册完后，“客服”将其拉入群聊。群
内，一位号称“投资老师”的人，正
在分析股票行情。

“我根据‘老师’推荐，下载了

一款购买软件，先后购买了15万
元的股票。”周涛说，没过多久，他
发现股票已盈利7万余元，便想提
现，可怎么都提现不了。

周涛立即联系了“客服”。“客
服”表示提现要抽成40%，让其准
备2万余元，转账到指定的银行账
户。周涛一下就意识到自己遇到了
诈骗，赶紧向东港派出所报警。

【民警提醒】

广大市民在投资理财时务必
谨慎，不要轻信对方宣称“内部消
息”“包赚不赔”“多投多赚”就将
钱财盲目转入陌生账户，要坚决
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如果不慎遭遇诈骗，要及时拨打
110报警。

大师教你炒股只赚不赔？
市民深陷其中被骗15万元

□记者 刘珈伶 通讯员 刘宇翔

“奶奶，我用你的手机卖东西
被骗了，手机也被恢复了出厂设置
了，怎么办？”近日，鲍女士的孙女
在“闲鱼”平台上卖动漫周边，货款
没收到还被骗了近2万元。

鲍女士的孙女是个动漫迷，手
头上有较多的动漫周边。最近，她
想把部分动漫周边转卖掉换钱，于
是用奶奶的手机登录了“闲鱼”平
台。很快，就有买家找上门，并很
快谈妥了交易价格。

“谈妥价格后，对方说自己下
单了，但我孙女迟迟没有收到钱，
觉得很奇怪，询问对方。”鲍女士
说，对方说因其孙女是未成年人，
钱被冻结了，需要大人的身份信息
验证。于是，鲍女士的孙女通过对
方发来的二维码联系了“平台客
服”。

在“平台客服”的指导下，鲍
女士的孙女在微信、支付宝、手机
银行App等多个平台进行转账。然
而操作结束后，对方把鲍女士的孙
女拉黑了，手机也不知为何恢复成

了出厂设置。鲍女士赶紧到派出所
报了警。

【民警提醒】

网络二手平台交易存在风险，
在购买物品或者转卖闲置物品时，
都应选择有信誉保证的店铺或者
用户，财物交易也要在该平台上进
行，不要用QQ或者微信等方式。

二手买卖当心“杀鱼盘”

□记者 刘珈伶 通讯员 刘宇翔

随着直播平台的爆火，各路
网红主播纷纷上线，“各显神通”
直播带货，不少粉丝更是花钱助
力主播破圈。一些不法分子便
“潜伏”在直播间，将黑手伸向了
出手阔绰的“铁粉”。近日，东港
一徐姓市民就因此被诈骗分子骗
了5000余元。

徐先生是个玉石玩手，在“快
手”平台关注了一个网红主播“翡
翠一哥”。近日，他给“翡翠一哥”
留言，称自己想要购买翡翠。没过
多久，一个昵称为“一哥手镯定制”
的网友联系了徐先生，称其是“翡
翠一哥”，要购买翡翠可添加他的
微信详谈。

两人很快成为好友，并在微信
里谈妥了购买事宜。徐先生转账
了2668元，但对方说自己微信限
额，发来一个收款码，让徐先生扫
码付款。徐先生随即又转了2600
元。

徐先生等了几天，迟迟没有收
到翡翠，便联系“翡翠一哥”沟通发

货事宜。“翡翠一哥”称，自己根本
就没有与徐先生有过买卖，且“一
哥手镯定制”这个微信号不是他。
徐先生又联系了“一哥手镯定制”，
对方迟迟不回复。徐先生遂向东
港派出所报警。

【民警提醒】

这类涉网络直播诈骗犯罪的
常见“套路”主要包括以下几步：首
先，犯罪分子通常物色一些长期位
居打赏榜单前列的粉丝作为诈骗

对象，这些粉丝往往都是主播的
“铁粉”，出手阔绰。其次，犯罪分
子往往分工配合、饰演多角，冒充
真实主播或粉丝，以打消被害人顾
虑，诱导其陷入圈套。再次，犯罪
分子常常将被害人转流到其他平
台，如自建的QQ群，避免犯罪分
子、被害人与真实主播、粉丝有过
多接触，以免骗术被拆穿。最后，
犯罪分子往往还会向被害人作出
虚假承诺，如承诺返现或其他的回
报，利用粉丝对主播的过度信任达
成诈骗目的。

为有效遏制上述犯罪的发
生，民警提醒，首先，广大网友应
养成健康、合理的上网习惯，不要
被盲目“圈粉”，注意理性消费、适
度消费，对于未经实名认证的主
播或粉丝要提高警惕，避免不正
常的转账行为。其次，网站运营
商应加强对直播行为的监管，对
“刷热度”等现象进行规范和限
制，提升网络直播的透明度、可控
性。此外，增加常见网络诈骗的
提示预警和法治宣传，共同推进
依法治网。

□记者 刘珈伶 通讯员 刘宇翔

先以“美女”色诱，再引诱刷
单，精心设计，处处是陷阱。在东
极镇务工的小李没有抵挡住诱
惑，最后落了个人财两空。

近日，小李正在东极镇庙子
湖岛蜜汀民宿内玩手机，一网站
页面上跳出一个弹窗，上面都是身
材迷人的美女，以及撩拨人心弦的
宣传语。单身的小李禁不住诱惑，
根据页面指引下载了一款App，并
向“客服”表达了自己的需求。

“‘客服’说想要心仪之人的联
系方式需要做任务，任务所花的费
用，届时会如数退还，而且还有返
利。”小李没有犹豫，按照对方的指
示多次转账。刚开始几次，他在完
成任务后，均收到了小额返利。

小李想把返利提现，但都失
败。“客服”解释，提现失败是因为

小李存在操作失误，如想继续，需
额外有偿投票2次，所有投票费用

也会一并返还，甚至还会给一笔
佣金。小李分别转账了8000元和

32000元进行投票，但依旧无法提
现。“客服”表示，小李没有按照她
说的方法操作，账户被冻结了，需
转账91500元作为验证资金，方可
解冻拿回所有资金。

“客服”再而三地要求转账，
让小李心生疑惑，但他还是转了
账。“客服”依旧表示没能成功，要
求再次转账。小李顿时清醒过
来，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赶紧到派
出所报案。

【民警提醒】

网络招嫖存在巨大的被骗风
险，也是违法行为，裸聊、诱导投
资等都是其衍生物，一旦参与，人
财两空。刷单同样是违法行为，
不要相信任何低风险、高回报的
赚钱途径；不要浏览色情网站，不
要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要下载
手机应用市场没有的App。

约会“美女”能赚钱？
当心落入“她”的圈套

□记者 刘珈伶 通讯员 刘宇翔

近日，居民邵先生接到一个自
称“平安银行客服”的电话，询问其
是否需要贷款。因近期自己手头
确实拮据，他便添加了对方的微
信。

对方发给邵先生一个二维码，
让其扫码办理贷款。“我最近有一笔
10万元的贷款需要去还，就询问他
贷款事宜，并按照二维码上的咨询
页面，将身份证号、住址、姓名、行业
等个人信息发给他。”邵先生说，对
方给他推荐了一个10万元额度、为
期3年的贷款方案。

在贷款办理中，对方表示，邵
先生征信综合评分不够，让其将农
村信用社的存款截图证明发过去，
并表示需要通过刷流水来提升征
信额度。

随后，对方发来一个“平安银行
放款经理”的微信二维码，邵先生添
加了对方。该“放款经理”表示已帮

其申请信用提升，需要验证码。于
是，邵先生把刚收到的验证码发给
了对方。

很快，邵先生收到农村信用社
卡扣款3000元和另外几个验证码
的短信。他不解地询问“放款经
理”。“放款经理”表示，需要多次刷
流水才可以提升征信额度，扣款事
后会如数退还。邵先生信以为真，
再次将收到的几个验证码发给了
对方。

原以为贷款很快就能下来，但
事与愿违，邵先生迟迟没有收到贷
款，便意识到不对劲，赶紧报了警。

【民警提醒】

勿轻信各类电话、短信、App和
社交网站上的各种贷款广告，凡是
以办理贷款要求提供银行卡刷流
水，都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牢
记切勿接收来历不明的资金，切勿
将银行卡出借给他人，切勿相信帮
刷流水服务。

网络贷款不成反被骗

盲目相信“带货主播”
市民被骗5000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