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投资公司跑路的很
多，不少居民蒙受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辛辛苦苦攒的钱都被
骗了去。我们一直在提醒大
家，投资要谨慎，那些号称高
利息的投资方式就没有靠谱
的。”牛虹结合当下的时事，再
次给社区居民敲响警钟。

据介绍，那些暗地从事非法
集资的投资公司都有一个看似
合法的外衣，他们有正规的工商
执照和固定的经营场所，这些对
大多数群众来说，具有很强的迷
惑性，容易上当受骗。

“其实，投资公司是一种
金融中介机构，它将个人投资
者的资金集中起来，投资于众
多证券或其他资产之中。投资
公司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很多
人还不了解，尤其是老年人，
老年人也因此成为假冒投资
公司的欺骗对象。”牛虹提醒
说。

通常，老年人不会过多地
核实投资公司的真实性与可
靠性，只是通过投资公司的店
面规模来判断它的可靠性，这
就钻入了骗子的圈套。“那些
号称十几个点利息的投资方
式，基本都不可靠，风险很大。
银行虽然利率相对低，但是稳
健保险。”牛虹表示。

高利息投资

就没靠谱的

“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收
到短信要求汇款的情况？”牛虹
的问题一抛出，就得到了在场
居民的热烈回应。“太多了，中
奖的、法院传票的、家人出事
的，一年能收几十条。”社区居
民李先生对此深恶痛绝。

“像居民们刚才说的这些
行骗手段都是比较常见的，现
在骗子们也在不断升级作案形
式。快过年了，骗子们开始冲业

务 量 了 ，大 家 一 定 要 提 高 警
惕。”牛虹说道。

最近，利用软件改号、来电
显示110等警用号码的诈骗手
段也常常见诸报端。针对这种
情况，牛虹表示，110是单向的
接警服务平台，不会向老百姓
呼出。因此，凡是来电显示为
110的，都是诈骗。

“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
办案都有严格的司法程序，工

作人员不可能在电话里让市
民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
或通过电话让市民操作银行
卡，核查账户资产等等。”牛虹
说。

另外，最近“银行催缴年
费”的诈骗短信开始盛行，短信
内容大致为：“您好，某银行提
醒：我行将在您卡上扣去年费，
如有问题请与我行核实。”短信
最后还会附上一个400开头的

电话号码，号称是银行的联系
电话。如果拨打这个号码询问，
骗子会谎称用户被人办理了大
额信用卡，并且已经消费，现在
欠年费，并诱导用户汇过去手
续费，实施诈骗。

针对这种情况，牛虹提醒
居民，收到此类短信时，要第一
时间拨打银行官方客服电话进
行确认，而不要轻易拨打短信
中的电话。

捂紧钱袋子，抵住“威逼利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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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非法集资案件持续高发，导致不少群众上当受骗。目前，济南市正在开展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的行
动。为了让广大居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对金融诈骗的认识，知晓非法融资行业的危害性和种种金融诈骗
陷阱，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相关专家，希望您能提高对非法集资活动的“免疫力”，避免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崔岩

信用卡后三码可得藏好

放在身边的信用卡，既没丢
失，又没泄露交易密码，却被异常
消费盗刷，这种情况最近屡屡发
生。其中究竟有何玄机，又该如何
预防呢？

青岛银行浆水泉支行理财经
理牛虹告诉大家，一般人的习惯
是给信用卡设置消费密码，对卡
背面的签名处则相对不够重视。
细心留意可以看到，信用卡背面
签名栏末尾处印着几个数字，以

斜体字显示的前四位是卡号，后
三位是验证码。这玄机就在后三
码，后三码主要用来进行网上支
付、购物、转账等业务。一旦他人
得到卡号、有效期及后三码，无需
输入消费密码，就可实现网络交
易，许多骗子正是钻了这种漏洞。

“要说预防也简单，居民们回
去后一定要转告家人，藏好信用
卡背面的数字码，千万不要泄
露。”牛虹介绍了个小窍门。

持卡人不要将卡随意交给别
人使用、查看，以免信息被不法分
子记录后，进行离线交易。牛虹建
议，在领到信用卡后，最好剪一块
胶布把后三码盖住，或把后三码
抹去，防止信息外泄。

“平时吃饭、购物刷卡，千万
不要嫌麻烦，把信用卡交给店员
拿去结账，要是遇到别有用心的
人，会很容易泄露信用卡上的相
关信息。现在网上购物的人越来

越多，一定要在正规网站上交易，
睁大眼睛警惕山寨钓鱼网站。”

牛虹表示，在需要网络支付
时，最好使用普通借记卡，因为借
记卡一定要输入密码才能支付，
这样就能有效避免被盗刷。此外，
还可以设置网银单笔消费额度或
者上限、开通短信或者微信提醒
等方式以降低用卡风险。一旦卡
片被盗刷，持卡人应第一时间挂
失、冻结账户并更换卡片。

陌生人要求汇款千万别信

冬至吃饺子是咱北方人过节的习俗。
12月19日，中创开元山庄一大早就热闹非
凡，居民们纷纷拿着案板、盖垫儿、擀面杖、
锅、碗、瓢、盆等包饺子用的工具，围坐一起
包饺子。

“逢年过节都要包水饺，但这么多人一
起包饺子，还是头一次。”居民陈阿姨介绍
说，饺子宴的材料来自社区“四面八方”，大
家一早就准备好了。

社区居民们心里美滋滋地围在桌子
旁，有揉面的、擀饺子皮的、撒面粉的，仨一

组，俩一帮的各有分工，谈笑间圆滚滚、胖
嘟嘟的饺子就摆在了盖垫上。

临近中午，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大
家相互谦让品尝着美味的饺子，多味馅料
的饺子让大家直呼过瘾。

对于行动不便的失能老人，山泉驻中
创开元山庄社区大爱之行项目社工和社区

人员亲自将包好的水饺送到他们家中，让
老人们感受到项目的关爱、社区的温暖，提
升了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

伴随着一碗碗热腾腾的饺子，邻里之
间的亲情和关爱也在互相交融、传递。以饺
子为媒，一张张温馨笑脸、一声声亲切问
候，更增添了“邻里亲情”。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岩

“煮”热邻里情社区饺子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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