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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案例

网购百元火车票被骗八千多
警方提醒：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电话号码、银行账号等信息
本报记者 刘云菲

网购百元火车票竟被骗走八千多元、网购汽车汇款 2 万元全都打水
漂……近期，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刑警三中队的办案民警接到多
位市民报案称，在网购时被骗。警方提醒，当前网购诈骗手法迷惑性强，
市民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多加防范。

案例 >>

输个“代码” 卡上八千多元没了
近日，市民王先生想在

网上买三张从济南到青海西
宁的火车票，可是当天按照
对方要求输入“代码”后，银
行卡上的 8 千多元就没了。
事后王先生来到市公安局东
昌府分局刑警三中队报案。

王先生说，因为买不到
需要的火车票，他想在网上
试试。打通网上的一个订票
电话后，对方称号码是济南

火车站订票中心的，他信以
为真并和对方说自己想要三
张火车票。对方回复，共需
693 元，并要求王先生通过
银行卡汇钱。

“我把钱汇过去后，对
方问我卡里还剩多少钱，得
知还剩 8213 .21 元后，他说
订票系统出了错误，让我在
A T M 机 上 输 入 代 码
821321 ，我输完后才发现

这代码和卡里剩的钱数一
样。”王先生说，他问对方
输入代码是不是打款，对方
说这只是虚拟的方式，卡里
的现金不会变，还说代码
10 秒后失效。“输完后，
我又查询银行卡，发现里面
的钱不见了，对方说 10 分
钟后把钱汇过来，可是过了
10 分钟卡上还是没钱，我感
觉被骗了。”

经常在网上购物的张先生，正在浏览网页上的商品信息。本报记者 刘云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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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

刚在网上发布想买车 “卖车人”就打来电话
市民吕先生想网购一

辆车，没想到刚在网上发布
消息，就接到“卖车人”的电
话，吕先生信以为真，先后
汇出三次共两万多元，可始
终没见着新车，吕先生这恍
然大悟来到刑警队报案。

吕先生说，7 日，他在网
上发布了购车消息，没过多
久就有个称自己卖车的人

给他打来电话，并说要交纳
预付款和购置税，先让他汇
去 12500 元的“购车退税”，
见到车后再交 500 元，吕先
生汇走 12500 元后不久，对
方说还要再汇 10000 元风
险金，吕先生又按照对方要
求汇去 10000 元。“他又让
我交 3000 元的辛苦费，要
不就看不到车，我一想，那

么多钱都汇走了，就不差这
3000 元，所以又汇去 3000
元。”

吕先生说，他并不了解
买车需要什么手续，对方说
让汇什么钱，他就跟着汇
了，没想到会是骗子。“我只
记得那个男的是南方口音，
换过两次电话，其他的什么
都不知道。”

2 警方>>

网购需电话转账 多数是骗局
该局刑警三中队指导

员郭书民说，近期他们接到
多位市民报案，多数是网购
时被骗，总金额超过 40 万
元，并且这些骗子事先了解
受骗者的信息，再通过网络
或者电话联系受害者，还冒
充税务、军分区、政府机构
等工作人员骗取受害人的
信任，或者以“购车退税”等
形式让受害人通过转账或
者汇款的方式等诈骗。

郭书民说，目前，越来
越多的市民通过网购消费，
但是因为不规范，网购陷阱
较多，网络上的骗子多数精
通网络知识，并采用冒名的
信息，并且作案人大都选择
异地人作案，破案时需要多
个省市的公安机关配合侦
查，破获难度大，而这些骗
局作案手法迷惑性很强，普
通很难识破犯罪分子的伎
俩。

他提醒市民，一定要注
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
向陌生人透露，尤其是电话
号码和银行账号，不要登陆
一些未知的网站，对陌生电
话要保持高度警惕。公检
法、税务部门的办案和工作
有严格的程序，绝对不会轻
易让市民转账，接到未知电
话或者在网络上需要立刻
转账和汇款的肯定是骗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