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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牢记  切勿向“安全账户”转账

以“快”制“快”  3 分钟封停诈骗电话  

不慎被骗   应在第一时间报警

电信诈骗陷阱宝鸡公安出重拳
电信骗子落了网   

张敏涛

前不久，年过七旬的市民张某，

带着锦旗和感谢信赶到市公安局刑

侦支队，感谢民警及时阻止了一起

电信诈骗，为他挽回了 30余万元的

经济损失。

民警是怎么及时发现张某受骗

的呢？原来，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的

预警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警在日

常监控中，发现张某与外地一虚拟号

码进行长时间通话，于是立即与张某

联系，但张某的电话一直占线。为了

阻止其受骗，民警立即联系运营商中

断了其通话。据张某说，他接到一个

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地公安局

的办案民警”，并告诉张某，他涉嫌一

起刑事案件，要求进行“资金查验”。

就在张某准备告诉对方个人银行账

户信息时，通话中断了。

“骗子这种手段看起来并不高

明，但成功率却很高。”市公安局刑

事侦查支队支队长杨会军说，近年

来电信诈骗持续高发，但不论行骗

的手段多么高明，最终还是要通过

电话或者网络与群众接触，达到骗

钱的目的。为加大分析研判能力，强

力打击电信诈骗，市公安局成立了

市反诈骗中心，并建立完善了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时查询、紧急

止付、快速冻结工作机制，我市各大

银行和电信运营商派员常驻，联合

办公，联动处置，最大限度地避免和

挽回受害群众财产损失。

“ 报 告！ 手 机 号 码 为

158******** 的手机用户接听一个

虚拟号码来电，目前已经超过 20分

钟未中断，很有可能不法分子正在

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立即和该电话取得联系，进行

确认。”

随着指令的下达，民警立即

拨打了这个号码。为了快速关停

涉案号码，民警协调电信公司，

将这次通话进行强制关停，并

封停实施诈骗的号码，同时发

送提示短信提醒市民注意防

范。12月 17日，笔者在市反诈

骗中心看到，从预警到关停涉嫌

诈骗的电话，整个过程在 3分

钟以内。

“以往在电信诈骗

案件中，被害人发现

自己被骗后，报案

做笔录就需要一

定时间，加之民

警 申 请 报 批、

拿着相关文件

到银行取得材

料等，一圈下

来，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便过

去了，被骗钱

款早已不见踪

影。”市公安局刑

事侦查支队调研

员刘辉说，市反诈骗

中心的成立，打破了

不同单位、不同部门间的

壁垒，公安部门、金融部门

和电信运营商之间实现

无缝衔接，让以“快”制

“快”成为反诈骗中心的

制胜法宝。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屡
见不鲜，发案率不断上升，已成为侵
害群众财产安全的一大“毒瘤”。为
此，我市公安机关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过，针对不断出
现的新骗术，公安机关在防范手段上也
需推陈出新，同时市民的防范意识不能
放松。

公安机关在防范手段上，要用新
技术对付新骗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
展，电信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从简单
的电话诈骗到隐匿性较强的网络
诈骗，不法分子可谓无孔不入。针
对不断出现的新骗术，有关部门
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和信息
技术，加快反诈骗技术的现
代化建设，用新技术铺设
反电信诈骗天网。同时，
电信运营商、银行

等相关单位要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公安机关协
同作战，建立和完善电信诈骗防范
机制，进一步挤压电信诈骗分子的
生存空间。

市民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不断
增强识别新骗术的能力。市民对电信诈
骗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前些年的“中大
奖”“猜猜我是谁”等过时的套路上，应
主动了解电信诈骗的新手段，在平时
注意保护个人隐私。接到陌生电话时
多想一会儿，填写个人信息时多看一
会儿，遇到对方要求转账汇款时，一
定要提高警惕。基层社区和村组，也
要把防范电信诈骗作为日常宣传
的重点，开展多种形式的防骗警
示教育，给群众普及一些发案
率较高的典型诈骗案例、特
征及避免上当受骗的技
巧，让更多的人了解
防骗知识。

今年以来，随着预防机制的建

立，我市电信诈骗案件明显下降。

今年 1 月至 11 月，预警拦截劝阻

疑似受害人 4021 人次，挽回经济

损失约 1300 万元，止付涉案账户

1423 个，止付资金 2692 万余元。据

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全市发生各

类电信诈骗案件 1102 起，较上年

同期下降 5.3%。

预警防范机制的建立，有效降

低了电信诈骗的发案率，但随着防

诈骗机制的不断升级，骗子的手段

也在不断翻新。市公安局侵财犯罪

侦查大队教导员杨磊表示，前些年，

电信诈骗几乎是“盲骗”，大多数是

大海捞针，诈骗方式也以“猜猜我是

谁”“你的亲属出事”等简单的手段

为主；而现在，诈骗分子的作案对象

越来越精准，手段越来越隐蔽。

经过民警梳理，今年以来，我市

发生率较高的电信诈骗手段是骗子

冒充公检法人员、冒充客服、政策退

费、网络贷款和刷单等。其中，骗子冒

充公检法人员是最常用的招数。从受

骗人群来看，有学生、企

事业单位人员、退休职工

等，最容易受骗的人群年

龄在40岁到50岁之间。

今年 5 月，在我市一事

业单位工作的李某，接听到一

外地“公安民警”打来的电话，告诉

他涉嫌一起洗钱案件。开始李某并

不相信，很果断地挂断了电话。但随

后，骗子加了他的微信。通过视频，

一名身着警服的“警察”向他出示了

“警官证”和“通缉令”。在骗子打出

的一系列“组合拳”下，李某乖乖地

配合对方的调查。为了自证清白，他

向骗子提供的所谓“安全账户”上分

多次转入了“保证金”数十万元。

民警表示，骗子冒充公检法人

员作案时，常会编造各种名目，谎称

事主涉嫌犯罪，需要将钱转移到“安

全账户”中才能洗脱嫌疑。一旦有事

主受骗转账，“安全账户”中的钱款

会迅速被案犯转走。为了提高作案

成功率，骗子有时会主动添加事主

的微信，甚至会发送来高仿的“逮捕

证”“悬赏公告”

“通缉令”等，再利用受

害人急于“洗清嫌疑、减

少损失”的心理，套取受害

人银行卡信息或诱使受害

人将钱款转入“安全账户”进

行诈骗。针对这一诈骗手段，

民警提醒市民切记，公安民警办

案调查，一律通过上门或者请当

事人到派出所等方式面见当事人，

绝不会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直接调

查处理，更不会设立所谓的“安全账

户”要求当事人汇款、转账。

“相对电话诈骗，网络诈骗更

具有隐蔽性，一旦受骗群众和骗子

转移到网上交流，案件侦破难度较

大。”杨磊说，随着人们“触网”频率

越来越高，以网络为渠道的电信诈

骗呈现出高发态势。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发生

的最常见的网络诈骗方式有网络

刷单、网购退款、扫二维码和发送

非法链接等，其中最常见的是网

络刷单，易上当人群主要是在校学

生、无业或低收入群体。

此类电信诈骗利用招聘网站、

兼职类QQ 群等途径发布兼职刷

单虚假信息，要求受害人拍下商品

并付款，随后返还购物款并支付一

定数额的“佣金”。诈骗分子在受害

人完成前几单任务后会很快发放

“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之后再以

高额报酬为诱饵，诱使受害人继续

刷大单。随着受害人刷单数量和金

额的增加，便以系统、网络等出问

题为由拒返本金及佣金，并要求受

害人继续交易才能归还，一步步达

到诈骗钱财的目的。

民警提醒，虽然电信诈骗的

花样不断翻新，但最终都是以

骗取钱财为目的。市民遇到陌生

电话，一定要做到“不听、不信、

不汇款”，对不明来源的网上信

息，做到“不点、不扫、不注册”。

另外，遇到不明白的事情，一定

不要急着做决定，要多和亲友交

流，也可以拨打“110”进行咨询

或者报警。

如果不慎被骗，还有补救措施

吗？民警表示，目前我市公安机关

和各大银行联手，对电信诈骗建立

了应对机制，市民发现被骗后，应

在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留

好银行转账信息。同时，市民还可

拨打银行客服热线请求帮助，或者

与要求汇款的银行柜台取得联系，

将被骗的情况向银行工作人员反

映，请求帮助。 

市民给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送来锦旗，感谢公安出手快。

在市反诈骗中心，各

相关部门人员协同作战，

防范电信诈骗发生。

防范意识不能放松
张敏涛

随着手机、互联网的广
泛应用，电信网络诈骗手段
不断翻新，严重侵害群众利
益。为此，我市公安机关多
措并举，严厉打击电信网络
诈骗——

相关部门在街头宣

传防诈骗知识。

民警下基层宣传相关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