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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警察，

你涉嫌走私贩毒洗黑钱”

特点：骗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以受害人涉嫌贩毒、走私、洗黑钱等名义，

实施诈骗。

3月 15日上午 8时 40分， 家住山城区的牛女士在

家中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自称是武汉市公安局的

警察，名叫孟凡。这位“孟警官”说牛女士名下的一张交通

银行卡透支 6980元， 武汉警方查出牛女士名下的这张

银行卡和一个走私、贩毒、洗黑钱的犯罪团伙有关，牛女

士涉嫌洗黑钱达 260万元。 这下牛女士懵了，自己从没

办过交通银行的卡呀！一眨眼自己还成了犯罪嫌疑人了。

那位“孟警官”怕牛女士不相信自己，还主动要求孟女士

拨打武汉的 114查号台查询武汉市公安局电话。 牛女士连忙用手机

拨打了 027-114，查询到武汉市公安局电话 027-85874400。“我立即

跟‘孟警官’联系，并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他，要求他打过来电话，

他还真打过来一个电话， 我一看手机上显示的电话号码正是

027-85874400。 ”牛女士彻底相信了那位“孟警官”的身份。

“孟警官”告诉牛女士，她的案子由一个叫穆平的检察官负

责，并把电话转接给了“穆检察官”。 电话那头的“穆检察官”很严

肃地告诉牛女士，“你的案子很严重，你是重大嫌疑人，连中央都

很重视你这个案子，专门派我过来查，今天下午 5 点就对你下拘

捕令，我们还要查封你的资产，包括你的动产和不动产。 你也不

要打电话报警，因为你们鹤壁公安局内部有犯罪团伙的人。 ”

“穆检察官”的一番话让牛女士彻底乱了手脚，她连忙向“穆

检察官”解释，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跟犯罪团伙一点关

系都没有。“孟警官”和“穆检察官”见成功吓唬住了牛女士，便表

示他们愿意帮助牛女士，只要牛女士按照他们的指令在下午 5点

之前把银行卡上的全部资产汇到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他们可以

跟领导求求情迟点下达拘捕令。

此时， 不知所措的牛女士就这样一步步落入了骗局，

把家中的 75900 元钱全部转到对方的账户上。 等牛女

士转完账后，那位贪婪的“穆检察官”称只要牛女士

再汇三万六千元，他可以跟领导说说情，可以不给

她下拘捕令。可怜的牛女士已经把家里所有的钱

都汇走了，哪还有钱啊！ 见实在是骗不到钱了，

“穆检察官”匆忙挂掉了电话。

从早上接到那位“孟警官”的电话后，整

整一上午牛女士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忽然她

觉得有些不对劲，就立即查了一下武汉市刑

警大队的电话。 电话打过去，牛女士把事情

经过一讲， 武汉市刑警大队的民警告诉牛

女士，“你上当受骗了”。 随后牛女士来到了

春雷派出所报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牛女士受骗 10 天

之后，在 3月 25日，同样是这位“孟警官”，以

同样的手法、同样的剧本，导演了一场同样的

骗局。 家住山城区的李女士被骗 9700元。

春雷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提醒：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履行公务，需要向公民询问情况时，会当面讯问当事人

并制作相关笔录。 所以当有人自称是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告知你涉嫌某种犯罪，要求你将钱打入他所指定的银行

账户时，即可断定是诈骗行为，因为公安等机关是绝对不会

让群众往某个账户汇钱的，所以市民对此可不必理睬，应及

时报警。

电信诈骗案例、特点、如何防范一直在报道

为什么总有人上当？

接到电话慌了神

接到此类电话怎么办？

直接拨1 1 0 报警

□晨报记者 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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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 与 1 5 日到 3 月 2 7 日，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市公

安局春雷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就接到了 8 起电信诈骗报

警。骗子打电话冒充公检法人员告诉受害人涉嫌贩毒、走

私或冒充受害人的朋友、亲属，称朋友出事，设下骗局诱

使受害人将钱汇到骗子所说账号。当受害人回过神时，银

行账户上的钱早已被转移一空，诈骗电话再也无人接听。

这 8 起诈骗案中受骗金额最多的达 7 5 9 9 0 元， 最少的也

有 9 0 0 0 余元。其中 7 起案件的受害人为 4 0 岁以上女性。

虽然近年来无论是媒体还是警方， 经常曝光电信诈骗

的手段以及防骗方法，可是还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 4 月 9

日，记者来到了春雷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专门采访此事，揭

露电信诈骗手法，希望市民在看到这些骗局的同时，也能留

个心眼儿，以防日后上当受骗。

“我是你表哥，我出事了，赶快汇钱来”

特点：骗子冒充受害人的亲属，以亲属在外地遇到突发事故急需用钱

为由实施诈骗。

家住山城区的李先生有一个广州

的表哥，可他万万没想到会有人冒充自

己的表哥骗走了自己 72000 元钱。 3 月

25 日早上 8 时 30 分左右， 一个号码为

13828471993 的电话打了过来。 对方称

是他的表哥，由于在郑州嫖娼被公安机

关抓获，需要李先生赶紧汇 23000 元过

去。

李先生想到自己确实有一个在广

州的表哥， 也是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心中万分着急的李先生也没仔细考虑，

便赶紧来到银行把钱汇了过去。 没过一

会，李先生的那位“表哥”便打来电话称

钱已经收到，但是和他一起到郑州的几

位同事也一同被公安机关抓了，需要李

先生再汇点钱过去，要不然公安机关就

会把他们刑事拘留了。 这时，李先生驱

车赶到了郑州金水区某派出所，可是没

有见到所谓的“表哥”，这时“表哥”打来

电话称， 如果下班之前不赶快交钱，公

安机关就会拘留人了。 想到“表哥”情况

紧急，又考虑到都是亲戚，李先生再次

往“表哥”的账户上汇了 49000元钱。

第二天早上， 李先生想起这件事，

总觉得有哪些地方不对劲，于是便给广

州的亲戚打了电话，了解到自己真正的

表哥近段时间从来没有到过河南，更别

说找李先生借钱这回事了。 这下李先生

才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便来到公

安机关报案。

春雷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提醒：当

接到子女、亲属被绑架、突发疾病、遭遇

车祸或遇到突发事件等电话时，不要慌

张，要注意采取直接与亲属联系的方法

核实情况，不要贸然给对方汇款，严防

上当受骗。 另外当接到自称“老朋友”

“猜猜我是谁”之类的电话时，也要保持

高度警惕，注意核实对方身份，切记不

要轻易汇款给对方。

“我是财政局的，你到银行领补贴吧”

特点：骗子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传播虚假买车退税或领取困难

救助金等信息，让受害人到银行领取财政补贴，实施诈骗。

家住山城区的王女士于 2011 年 10

月份买了一辆摩托车。 当时王女士从经

销商处了解到自己还可以领取补贴，并

且将买车的手续交给了有关部门。

今年 3月 23日上午，一个陌生的手

机号码打来电话，对方自称是财政局的

工作人员，让王女士拿着自己的银行卡

到银行领取补贴。 兴奋不已的王女士拿

着银行卡来到了位于小庄市场附近的

某银行自动取款机旁。 王女士按照电话

中“财政局工作人员”的指示一步步地

操作。 等操作结束后，王女士发现，自己

不但没有领到补贴，而且自己卡中原有

的 9890 元钱不翼而飞了？ 这下王女士

发觉自己可能上当受骗了。

同样的一个骗局发生在 3月 27日，

在一家足疗店打工的李女士接到一个

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地教育局的工作人

员， 而李女士的儿子就在这个地方上

学。 对方称，当地教育部门考虑到李女

士家庭贫困，所以给李女士家发放了一

笔苦难救助金， 帮助李女士的孩子上

学。

听到这个消息后李女士喜出望外，

想到自己家庭贫困，能领到一笔救助金

确实能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毫无防备

之心的李女士按照电话中的指示，借了

同事的银行卡来到了某银行自动取款

机前，按照电话中的指示操作。 可谁知

竟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卡中原有的 25000

元钱。

春雷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提醒：税

务部门、财政部门进行退税、补贴的时

候都会通过电信、 报纸等权威部门公

告，绝不会简单地打一个电话说“我要

退给你钱或我要给你发放财政补贴”

等。 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后，可通过政

府相关部门咨询是否有相关的优惠政

策，然后再做决定，切不可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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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 8 起诈骗

案中， 有 7 起案件的受害人均为 40 岁

以上的女性。 她们社会信息掌握较少，

防骗意识差。

春雷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告

诉记者，公安机关破获的无数诈骗案件

都有一个共同点，无论诈骗手法如何翻

新，如何花言巧语，最后都要落到一个

点上，就是钱，犯罪分子都会千方百计

地要受害人的银行卡、密码或诱骗受害

人汇款。 所以凡是涉及自己银行卡和密

码的事情一定要冷静地多想一想，做到

不见面不汇钱。

民警建议市民首先要多读书、 看报、

上网，多接触一些社会信息。因为现在是信

息社会，时代发展很快，信息闭塞就容易上

当受骗，所以一定要多掌握一些信息，就能

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其次，千万不要相信

那种不明来历的电话，如果你有疑问，可以

及时打电话给公安机关，哪怕向你的亲友

或身边比较有见识的人询问一下、了解一

下也行。 （线索提供：徐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