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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信信诈诈骗骗又又穿穿““年年费费马马甲甲””
一居民被致电“收1200元年费”，银行辟谣“不会就扣年费致电持卡人”

本报 1月 19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 19日，市民孙先生接到
一电话，被告知银行已从他的账
户划走了 1200元年费，并给他
留下咨询电话。

经核实，这是一种电信诈骗
手段，骗子以“扣年费、服务费”
名义发短信或致电诱骗市民上

当，进而设圈套骗钱。
19日下午，市民孙先生接到

一个陌生电话。对方以自动语音
的方式提醒他，“我行于2015年
1 月 19 日已从您银行卡上扣取
年费 1200元，如有疑问请致电
咨询……”孙先生对于被扣除
1200元年费一事很吃惊。

之后，孙先生按照语音里留
下的电话拨打过去，对方始终占
线、“正在通过中，请稍后再拨”
或“正在通过中，请持机等待”。
直到第 6 次拨打，电话才接通。
当他问对“您这是什么单位的电
话”时，对方果断挂掉电话。等再
次拨打，对方始终是“正在通过

中，请稍后再拨”。
当天，记者就此事咨询工商

银行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称，只
有持有 50万至 100万的高透支
额度的白金信用卡，持卡人需付
出的年费才可能如此之高，一般
银行普通借记卡的年费为 1 0
元，除此之外，无论是信用卡还

是 储 蓄 卡 ，年 费 都 不 会 超 过
1000余元。记者了解到，孙先生
并没有办理过任何一家银行的
信用卡。

工作人员还提醒，银行不会
单独就扣除年费一事特意致电
持卡人。所以收到类似信息，肯
定是虚假信息。

男子被释一个月又伸贼手

这次进去已是“六进宫”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宋麟 唐帅 ) 王
某出狱一个月再因盗窃被抓。自
2009年年底以来，王某因盗窃被
刑拘了 5 次，此次已是他“六进
宫”。

18日，荣成特巡警大队一中
队民警在街面巡逻,行至市区啤
酒厂东桥头附近，发现一男子鬼
鬼祟祟，推走一辆停放在路边的
绿色无牌摩托车，直接推进附近
一家二手车回收店。便衣民警跟
随男子进了店铺。

男子称，绿色无牌摩托车是
朋友的，他帮忙变卖。店主观察再
三，拒绝收购。随后，男子推着车
离开。

民警上前盘查，发现男子竟
是“老熟人”王某，其因盗窃被多
次处理过。

王某有盗窃前科。去年年初，
因盗窃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
月，去年10月出狱。时隔约一个
月，王某再次作案，在荣成一居民
小区偷了两辆电动车，12月9日
被刑拘。此次，王某刚被释放一个
月，又盗窃。

见到民警，王某主动交代。当
天中午，在啤酒厂东桥头路边，他
发现了这辆车头未锁的摩托车，
四处无人，他想推到二手车回收
店卖掉。当天，王某及被盗摩托车
已被移交荣宁派出所做进一步处
理。

男子求爱遭拒侮辱女方被拘

他在网上泄露女方信息，污蔑对方“兼职”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柳佺志 ) 男子于某

求爱不成，把女方的照片、联系方
式贴在网上并贴上招嫖标签，致
使女方频被陌生电话骚扰。于某
落网后被行政拘留10天。

去年12月，市民曲女士接到
多个陌生来电或短信，对方均是
一些陌生男子。对方一般神秘兮
兮地问她“兼职吗？多少钱一次？”
起初，曲女士并未在意，频被骚扰
后，她从其中一骚扰者处得知，有
人把她的照片、家庭住址、手机号
码，发在一个所谓“兼职”QQ群，
并冠以招嫖标签。

根据这名骚扰者提供的信
息，曲女士找到这条信息发布者
的QQ号，加对方为好友后，曲女
士质问对方为什么这么做，对方
则回应了很多污言秽语。

曲女士不知道怎么回事，更

不清楚对方是谁，无奈到张村派
出所报警。案件移交公安环翠分
局网安大队，民警调查发帖者的
身份信息，于今年1月14日将其
抓获。经查，发帖的男子于某今年
35岁，未婚。曲女士对于某也不
陌生。

于某交代，几年前，他结识了
曲女士，曾展开追求，但遭拒绝。
去年8月，于某在客车上偶遇曲
女士，又动了念头。此后，于某多
次打电话给曲女士，曲女士起初
还接电话，后来于某死缠烂打，她
索性拒接。于某竟因此对曲女士
怀恨在心，决意报复，在一个QQ
群发布了上述信息。

警方认定，于某的行为干扰
了曲女士的正常生活，依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
的规定，决定对于某行政拘留10
日。

19日上午，环翠区西北村社区工作人员为残疾人或低保家庭送
去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这是社区一年一度送温暖行动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慰慰问问
女士兼职“刷单”被骗5万余元

两骗子接力忽悠她6次，她半夜起来下单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马蕊 ) 轻信网络
刷单赚钱广告，高区王女士被一
个骗子连骗6次，将5万余元“刷”
到骗子账户中。直到被第7次要
求完成订单时，王女士才警醒。

16日，高区的王女士在家上
网找兼职，发现一条网络刷单的
兼职广告。加了广告里的QQ后，
对方声称购买充值卡给好评就能
赚钱，完成一笔订单就给5元佣
金，做满两个任务就退还购买充
值卡的本金，每个任务包含3个
订单。

对方发来一个链接，要求王
女士按要求操作。根据指示，王女
士连做两个任务，6个订单共计
花费7875元，购买充值卡。支付
成功后，对方说王女士第一次做
兼职，其支付宝端口未激活，需再
做两个任务才能返还本金。

王女士没怀疑，又购买了

7875元的充值卡，却被告还要做
2100元订单。由于当天王女士的
支付宝达到最大支付限度，未能
继续“做任务”。

17日凌晨，王女士做完2100
元订单，主动联系对方。对方以最
后一笔订单出错为由，要求王女
士再做四笔各2625元的订单才
能拿回本金。

到这个时候，王女士仍轻信
对方，连夜做了四笔订单。这是骗
子提示她加另一个QQ号索要本
金。然而，这个新QQ号继续诱骗
王女士，只不过幌子变成了“之前
出现过错误导致系统出现了安全
模式”、“完成多笔订单的时间跨
度太大”和“系统出错”。

两个QQ号，同一伙骗子，分
六次骗走了王女士53550元。直
到他们第七次找理由要求王女士
付款做订单时，她才醒悟，要求对
方退还本金，对方瞬间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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