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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冒充充客客服服诈诈骗骗 市市民民““多多心心””没没上上当当
警方提醒涉及个人信息或汇钱的电话一定要多方核实

本报菏泽12月25日讯(记者
周千清) “太可恶了，一天打

好几个电话。”菏泽市民李军(化
名)向本报反映，自己有张建行
信用卡，11月刷卡消费后，已在
还款期限内还款，却总是接到
一个显示为“053195533”的电
话，最终拨打建行客服电话确
认为诈骗电话。公安部门提醒
市民，有关于汇钱出去的电话，
不论显示什么号码，一定要多
方核实。

“ 今 天 上 午 又 打 来 了 电
话。”24日上午，李军见到记者
忍不住抱怨道。据其介绍，3年
前，为了用钱方便，他办理了一
张建行信用卡，透支额度15万，

“经常用，但是每次都在还款期
限之前还上钱。”

李军介绍，信用卡用了三
年，一直都很正常，可是从21日
开始，一直接到莫名其妙的电
话，号码显示为053195533。李军
称，这个与建设银行客服电话
相似的号码，最多一天打来3
次。

“电话接通后，对方称是建
设银行客服。”李军说，之后对
方称，他透支的三万多元还没
有还款，而他的信誉良好，建议
不直接还款，可以办理分期，对
方的建议他并没有理会，后挂

了电话。
对方称钱没还的事让李军

十分不解。“我11月透支的额度
不是3万多，而且每月都会在还
款期限内还款，以为是他们的
系 统 还 没 有 更 新 ，就 没 有 理
会。”

李军不予理会，对方却电
话不止。“23号下午5点多打来
电话，我接了之后没理会又挂
了，对方又打来两次，24号早上
又打来了电话。”银行客服如此
频繁地拨打电话，让李军产生
了怀疑。

“现在骗子手段那么多，我
就打95533核实了一下。”李军
说，经过查询，不但自己透支的
钱证实已经还上，053195533的
电话并不是建行客服电话，“银
行工作人员称不会频繁给客户
打电话，还给了举报电话。“幸
亏自己没有理会，不然肯定要
我的个人信息，让我打钱。”

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经
侦大队的工作人员提醒说，这
种诈骗方式属于常见的电信诈
骗，而对方的说辞在以往案件
中没有出现过，“如果继续交
谈，对方就会套取市民个人信
息，甚至让汇钱。”该工作人员
称，涉及个人信息以及汇钱的
电话，市民一定要多方核实。

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可以伪造
成为银行、航空公司、运营商甚至政府
部门的官方号码，让人防不胜防，犯罪
分子惯用的手段有多种。

一种是冒充公安部门，称涉嫌洗
钱等犯罪活动，为验证财产来源清白，
需将存款暂移至指定帐户，经核实后
会返还。

另外一种是冒充邮局，称有未送
达的挂号信，诱骗市民说出个人信息
后，告知挂号信里内容是其银行卡被
盗用，涉嫌洗“黑钱”等犯罪活动，财产
将被冻结，为了保全财产不受损失，需
将存款转至所谓的安全账号，待案件
调查清楚，再退还存款。

民警提醒说，为了增加骗局的可
信度，对方往往会提供所谓公检法等
部门的电话供查询，市民不可以只信
其电话所言，一定要提高警惕，多方核
实。

本报记者 周千清

李军(化名)向记者展示骗子打来的电话记录。
本报记者 周千清 摄

相关链接：

骗子手段多，市民要谨慎

好好面面子子，，男男子子帮帮亲亲戚戚骗骗贷贷2299万万
贷款逾期，亲戚跑路，菏泽一男子因犯骗取贷款罪获刑10个月

本报菏泽12月25日讯(记者
赵念东) 因抹不开面子，菏

泽一男子答应帮助已被银行列
为“黑名单”的两个亲戚贷款，
以自己的名义，使用伪造的建
筑合同和虚假的收入证明等证
件，在菏泽某金融机构贷款29
万，全部借给亲戚使用。贷款逾
期，两个亲戚跑路，而该男子却
无偿还能力，因涉骗取贷款被
牡丹区警方逮捕。日前，该男子
获刑10个月。

去年11月份，家住菏泽牡丹
区的王某被他的两个亲戚姚某和

张某找上门来，两人称，他们欲投
资工程，需要一大笔钱，但皆因两
人已有贷款未还清，被银行列为

“黑名单”无法再次申请贷款。“他
们说只需要借用我的名义即可，
并保证贷款到期后一定还上。”因
碍于亲戚关系，王某抹不开面子
便答应帮忙贷款。

2013年11月4日，王某跟随
姚某和张某来到菏泽某金融机
构，“当时，姚某拿出一份空白
的菏泽某学校伙房改造钢结构
工程及办公楼、教学楼排水管
道改造合同书。”由于王某原在

该学校建筑工地打工，便知道
这份合同是假的。姚某称，如果
没有这份合同，银行就不给发
放贷款。王某没有多想，便在合
同上签字，并捺了手印。

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经
侦大队民警介绍，当天，王某按
照之前姚某所说，使用他们提
供的虚假合同以及事先伪造的
个体户营业执照，并提供了自
己的结婚证，向菏泽某银行机
构申请贷款。后来，该金融机构
给王某发放贷款29万，授信期
一年，从2013年11月4日至2014

年11月4日，事后，王某将29万
全部交给他的两名亲戚使用。

今年11月4日，贷款到期
后，王某未能偿还29万元贷款
本金和利息，经银行多次催要，
至12月4日，王某仍未能偿还。
经调查，王某提供的建筑合同、
营业执照皆为伪造。此时，他的
两个亲戚已联系不上。

经法院审理，王某伙同他人
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以欺骗
手段取得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遂
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0个月。

首首例例微微信信反反谣谣案案结结案案
开开先先河河治治理理微微信信谣谣言言

日前，一微信公众账号因
刊登两篇安利企业谣言文章，
其账号运营者被安利(中国)日
用品有限公司告上法庭。最终，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目前谣言
文章已删除，账号运营者在其
微信公众账号发布道歉信，并
向安利公司支付1元人民币的
赔偿金。此案，成为中国首起微
信传谣诉讼案。

安利公司诉一微信公众账
号谣言案，首开以法律治理微
信谣言先河。

据悉，此次诉讼中涉及的
两条谣言，其一称“安利纽崔莱

蛋白粉使用转基因大豆”，但实
际上安利纽崔莱蛋白质粉原材
料为非转基因大豆，为了回击
网络谣言，从2014年9月，安利
公司在纽崔莱所有含大豆分离
蛋白的产品的外包装上增加

“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的标
识。而另一条谣言则声称“安利
老板死了，才56岁，吃了一辈子
纽崔莱”。事实上，安利公司的
创办人理查·狄维士，现年87
岁，最近还出了新书。

谈到此次诉讼，安利相关
人士表示，“在微信上，有关安
利的谣言有数千条，我们进行

了投诉和举报，现在已经删了
4000多条了，但面对每天很多
新增的谣言，我们迫不得已采
取法律的手段维护企业声誉。
追讨1元的赔偿金，意义不在于
钱，是希望更多的企业、公民能
够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抵制谣言，净化网络环
境。”

安利公司被网络谣言恶意
中伤，绝不是个例。据调查数据
显示，仅今年上半年，腾讯安全
中心就收到举报约6000万条。
经审核，数百万个恶意账号被
冻结。

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网络
谣言，去年9月两高出台的关
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为打击网络谣言犯罪
提供了量刑标准。根据司法解
释，侵权人可以被法院判令承
担50万元以下的赔偿；同时，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明确
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
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
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患病男认错家门

民警救助送回家

本报东明12月25日讯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崔建伟

张琰 ) 东明一男子在一次外出

时因精神疾病突然复发而走错

家门。民警在接到群众报警后及

时查清其身份，连夜送其回家。

24日18时50分，东明县公安

局渔沃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辖

区吉利营村村民邓某家中有一

名陌生男子，怀疑患有精神疾

病，请求民警帮助。接警后，派出

所值班民警李红永、赵立伟等迅

速赶赴现场。在报警人邓某家

中，一名年轻男子就地坐在院子

中。

邓某称，傍晚时一家人在屋

内吃完饭后，一出门发现院子内

多了个人，上前询问时男子也不

说话，催促其离开男子也无动于

衷，感到有些害怕的邓某和家人

便拨打110报警。了解情况后，民

警李红永上前询问男子情况，男

子同样沉默不语，通过观察发

现，男子衣着不是很整洁，眼神

略显呆滞。

在民警围绕男子身份请求指

挥中心进行核查时，赶来围观的一

名群众认出院子中的年青男子是

自家一个远方的外甥。得知这一情

况后，民警迅速与男子所在村村干

部取得联系，获得了青年男子的详

细住址。

考虑到天气寒冷，年青男子

的父亲又上了年纪，来往不便，

民警当即决定将年青男子送回

家中。当晚9时许，民警护送年青

男子平安回家，其年过六旬的父

亲看到患病的儿子安全回家，连

连对民警表示感谢。


	P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