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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您涉嫌经济犯罪，请配合我们公安机关办案，把钱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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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渠稳）本报曾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 5 版、2012 年 4 月 10 日 5 版大篇幅对各种

电信诈骗手法及应对方法进行了报道， 在社会上

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更好地服务身边百姓，也为

了使市民防患于未然，从今日开始，本报将面向社

会征集电信诈骗案例及相应破解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国电信事业和互联网得

到迅猛发展。 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 2011年年底，

我国移动手机用户已近 6 亿， 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3.5亿，我国已成为全球用户最多的通信大国。 但

是，在电信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借助手机、固定

电话、IC 卡电话、 网络等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进

行的各种犯罪活动也日益猖獗。 尽管公安机关以

及相关部门加大防范和打击力度， 但电信诈骗手

法屡屡翻新，诈骗案件仍旧屡次发生，不仅给人民

群众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更严重影响了正常经

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如果您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电信

诈骗手法， 如果您曾经是一位受到过电信诈骗的

受害者， 或者您对防范电信诈骗有一定的心得体

会， 您可以拨打本报热线：3313880 或者发送电子

邮件到：cn410090@126.com，将您的受害经历及骗

子的作案手法告知记者， 记者将通过您提供的诈

骗手段，邀请相关专家见招拆招。您还可以关注本

报腾讯微博：2568759484，将您的防骗经验与大家

进行交流互动，让骗子的诈骗手法无所遁形。但愿

通过您的努力，让天下无骗。

天上不会掉馅饼，低于物品价值的价格实在不能信。另提

醒，不要随意进入陌生网站购买商品。

见招拆招，天下无骗

本报征集电信诈骗案例及破解方法

公安机关不会以任何理由， 要求市

民配合工作把手机关掉； 正规的电

信、 银行部门都有自己的服务电话

和短信服务号码且对外公布……

民警教你

防电信诈骗

□鹤壁日报记者 岳珂 王利英 通讯员 刘卫军

本报 4 月 10 日第 5 版大篇幅报道的电信诈骗手段

与案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近日，很多市民来电希

望多报道一些类似案例以及防骗招数，以提醒广大市民

切莫上当受骗。 为此，记者专程到市公安机关采访，请民

警为大家支招，以防电信诈骗。

3 月 19 日 12 时 48 分， 市民张某接到的一通

电话着实让他出了一身冷汗 。 这个号码为

0373-3059086 的电话， 自称是某市公安局经济侦

查支队的，并告知张先生涉嫌洗黑钱，要冻结张先

生的账户。慌了手脚的张先生想把卡上的钱先取出

来，没想到对方的一个“领导”警告张先生不要取

钱，因为把钱取走是非法转移资产。

一番煞有介事的恐吓之后， 骗子又告诉张先

生，通过排查，确认张先生也是受害者，如果张先生

真的需要用钱的话，就把账户上的钱取出来，到工

商银行开个账户，再把钱存到新开的账户上，由“公

安机关”给张先生设置一个保护码就行了，这样张

先生的行为就不叫非法转移资产了。

信以为真的张先生按照电话里的指示，在工商

银行新开了一个账号，并按照电话指示，输入了“安

全码”。 操作结束后， 张先生便向他们提供的

13849746416的手机打电话以确认已没有“犯罪嫌

疑”。

没想到此时不仅那个手机号码打不通，原来

的电话也打不通了。这时张先生才意识到可能上

当受骗了，转过头来查看，卡上的 1.7 万元已被

取走。

民警拆招：

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进行

诈骗的行为。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公安机关绝对不

会打电话要求市民把存折里的钱“转到安全账户里

面”，司法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也不会

打电话给市民说要冻结账户。

公安机关办案有着严格的司法程序，需要询问

或者告知市民时均会面谈并做笔录。尤其需要警惕

的是，一些诈骗嫌疑人会冒充警察，要求市民配合

关掉手机。 这种做法是诈骗嫌疑人常用的伎俩之

一。 诈骗嫌疑人利用手机关机的这段时间，和机主

的亲朋好友联系，谎称机主发生交通事故需要钱救

治， 刚好此时机主的电话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便

增加了骗局的真实性。

广大市民一定要警惕，公安机关不会以任何理

由，在侦查过程中打电话，要求市民配合工作把手

机关掉。

案例 2：

“您在商场购物透支多少元，请尽快补上，免得出现信用污点”

2 月 26 日， 浚县宋女士突然接到一条短信：

“我们是杭州大厦购物城财务部，现通知您，您老公

于 1 月 16 日持工商银行卡在我们购物中心消费

3450 元，请尽快将钱汇入我公司，免得出现信用污

点，账号……”

因为老公正好在杭州打工，接到短信的宋女

士又气又急，立刻打电话质问老公。 但对方电话

一直无法接通，她又致电短信上的电话，对方装

模作样地让她将老公的身份证号报来，敲打键盘

一番后说，确有此记录，让其将钱立刻汇入公司

账号，否则过了当天就上信用黑名单。 宋女士怕

出现信用污点， 马上将 3450 元汇入对方的指定

账号。

两天后，老公来电告诉宋女士，手机被偷。

民警拆招：

很多人手机被偷，嫌犯按照手机内存的号码对

其亲人行骗。因此，民警支招，手机中最好不要存类

似老婆、老公、爸爸、妈妈称谓的号码，直接标名字，

对方猜不透关系，很难切准要害行骗。

市民在收到可疑手机短信时也应当谨慎确认。

银行、电信部门所发的短信服务，一般是以其客服

热线号码或者其他特定号码作为其短信发送者号

码的，如中国移动为 1 0 0 8 6 、工商银行为 9 5 5 8 8 。 不

要轻易相信陌生电话和手机短信，更不要轻易泄露

自己的隐私。

正规的电信、银行部门都有自己的服务电话和

短信发送号码，且正式对外公布，收到的短信如果

不是这些号码发来的，可以打相关电信、银行的正

规服务电话咨询。

案例 3：

“您的手机号码中大奖了”

3 月 22 日， 淇滨区的马先生接到手机号为

13918223480、名叫张银海，自称香港国际宝马公司

颁奖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 电话里，张银海告知马

先生，在全国各省市手机号抽奖活动中，他的手机

案例 4：

“一分钱的订单却花掉了 2000 多元”

民警拆招：

收到任何形式的中奖信息，只要让你先掏钱，就得留个心

眼。如果接到“恭喜您的手机号码或电话号码在某某抽奖中中

了几等奖，奖品是小轿车一部”的短信，请先思考几秒钟，想想

自己是否将手机号码投入摇奖或参与什么活动，如果没有，请

删除信息，不要回复。

此类被骗的市民大都有着贪财心理， 只要不贪婪， 多思

考，就不会上当受骗。

最近李小姐比较郁闷，刚刚学会网上购物的她，被骗去了

2000多元。

3月 29日， 李小姐在网上买书时， 卖家说鉴于她是新客

户，给她个优惠，附赠一本畅销书，让她进入“新心书城”下载

一个 1分钱的订单。 李小姐喜不自胜，觉得占了好大便宜，立

刻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银行卡号和密码都输了进去。但一周过

去了也没收到书，李小姐到银行取钱时，发现卡上的 2000 多

元钱不见了。

民警拆招：

号中了 20 万元大奖，并提供了财务科工作人员杨文玲的银行

账号，要马先生交 1000元手续费、3800元地方所得税、9000 元

公证费以及两万元个人所得税，共计 3.38万元。沉浸在喜悦中

的马先生马上按照对方要求汇去了钱款。 23日上午，这名自称

张银海的工作人员再次致电马先生， 谎称替马先生办理中奖

手续时公司需要缴纳两万元公司所得税，但经理不在家，希望

马先生能暂时代付。 马先生此时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中奖的喜

悦中，丝毫察觉不出异样。 翻遍存折之后，马先生手头只有 1.4

万元。 张银海便顺势告诉马先生，经过咨询公司经理，1.4万元

也可以。马先生随即向指定的账户又汇去了 1.4万元。然而，马

先生汇完款之后，犯罪嫌疑人便杳无音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