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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本地号码诱骗本地市民

“财政局”来电发“社保退费”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贺鸿)

22日，市民刘女士突然接到
了一个电话，对方称有社保金
退 费 并 向 刘 女 士 提 供 了 一 个

“德州市财政局”的电话号码。
刘女士看到电话为本地座机号
码，便放松了警惕性，拨通了电
话。对方反复询问刘女士的姓
名、银行卡号等较为私密的个
人信息后，刘女士才知道对方

是诈骗。
刘女士提供了她接到的诈

骗电话号码，记者拨打了过去，
对方的招数和刘女士的叙述一
致。“德州市财政局”的接线人员
反复询问记者的姓名和银行卡
号，并向记者提供了一串验证码
让记者去银行ATM自动存款机
按照指令输入。

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德州市人力和社会保障局近期
并没有社保金退费的通知，若真
有退费的相关规定，也会通过相
关文件通知和公告告知缴纳社
保金的市民。

德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秘
书科毛红兵警官介绍，这是一起
较为常见的电信诈骗案件，不法
分子通过网络电话虚拟拨号让

受害人手机显示本地号码。目前
的电信诈骗案件大致分为“贪
财”和“怕事”两种，“贪财”是犯
罪分子向受骗者提供虚假信息，
例如“中奖”、“退费”等，受骗人
轻信后，向其索要手续费或利用
银行转账系统迷惑受骗者；“怕
事”则是犯罪分子利用“恐吓”、

“绑架”、“车祸”等虚假信息向受
骗者索要钱财。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牟张
涛) “我们能为你做一张和他
一样的手机卡，用这个卡能知道
这个人的通话记录和短信。”近
日，不少市民收到这样的短信。

记者拨打短信附带的手机
号，对方自称范小姐，“你只要说
个手机号，我们就可以复制这个
号的手机卡，这个号的谈话内容
和短信息在机主不知情的情况
下就可轻松掌握。在验证手机卡
已复制后需要支付1800元。”

记者随后给范小姐发送过
去一个手机号。半个小时后，记
者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显示为之
前发送的手机号。“这就是用复
制好的手机卡给你打的，明天就
送货上门。”自称罗经理的男子
说，为防止反悔不付款，所以需
要事先汇200元的保证金。

一切都看似“天衣无缝”，可
“罗经理”和记者相约见面地点
时，记者故意说出德州市区一个
不存在的地址，罗经理满口应
允，还不时催促记者尽快汇款。

联通的工作人员称，不存在
两张卡同时都是一个号码的情
况。移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就是一个骗局。

复制手机卡还能搞监听

别信这个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马瑛)
24日上午，本报新闻热线2600000
接到市民电话，德州市高铁新区东
方红东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一名
司机当场死亡。

24日上午，在事故现场，一辆
白色的砼车停在马路中央，前方十
几米处路边停着一辆大货车。白色
的砼砼车驾驶室已经完全瘪进去，变
形的驾驶室内血迹斑斑，已经无法
找到方向盘。车头上的零件散落得
到处都是，右前轮胎也已经脱位。
由于大货车满载，大货车尾部受损
并不严重，车斗小部分凹进去。

有附近的工人告诉记者，车祸
发生在凌晨一点多，两车追尾，砼砼
车上仅有一名司机，当场死亡。一
位处理事故的家属说，死亡司机男
性，30多岁，德州本地人。

惨惨痛痛车车祸祸

24日，车祸现场一片狼藉，砼车驾驶室已扭曲变形。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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