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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节节抢抢红红包包？？这这事事儿儿别别太太认认真真
掺杂商家优惠券，还要警惕“红包诈骗”

一家要扔出1 . 56亿，另一
家要砸5个亿，还都是现金。随
着支付宝钱包与微信之间的春
节红包大战又一次火力升级，
网上的各种抢红包攻略也被热
传。

日前，支付宝钱包已经公
布了红包发放的具体时间表，2
月11日至2月19日期间，共计7
天(其中2月16日、17日休息)、
14个活动时间段发放春节红
包。2月11日整点开抢，当天分

三个时段将发出3000万现金红
包；2月18日除夕夜将是最高
潮，除了上午10点发出1000万
元现金红包之外，晚上8点至12
点还将发出1亿元现金红包。

而微信也放出大招，春节
期间，微信将联合各类商家推
出春节“摇红包”活动，将送出
金额超过5亿的现金红包，单个
最大红包为4999元，另外还有
超过30亿的卡券红包。首轮春
节“摇红包”活动将于2月12日

晚上正式开启，当晚将派送
2500万个现金红包。微信摇红
包甚至正在成为春节期间的一
种新年俗。

更新至最新的微信6 . 1 . 1
版本、准备好高速网络(4G或
者WIFI最佳)、提前锻炼身体，
练习手臂频繁摇动能力、关键
时刻守住“发现——— 摇一摇、更
新至支付宝钱包8 . 5及以上版
本……网络上，各种抢红包攻
略也被广泛传播。

红包大战升级

各种攻略热传

“今天下午三点，继续给大
家发红包，昨天没抢到的朋友，
今天把握机会！”大佬任志强10
日中午12点22分的一条微博，
引发众多网友蹲点等候，在当
天3点时，抽红包。

“网上的抢红包攻略非常
认真的看了。我这几天在抢的
是微博红包，一半上午8点开始
发红包，一些明星的红包大部
分是支付宝或者一些单位、个
人塞的红包，我们去抢，都是现
金。”市民刘女士称，自己抢红
包已经四天了，第一天抢了四
次，有三次是五毛钱，还有一

次是一块钱。
“一些微博大咖啊、企业呀

啥都有红包抢的，不过企业的
最好不要抢，否则那些优惠券
你也没用，还浪费一天仅有四
次抢红包的机会。”刘女士前天
抽中京东商城的一张100元的
冰箱优惠券，她家里有冰箱，所
以完全用不上。

红包都可以抢，但实在是
机会有限，每天四次的机会完
全不够啊！有些市民注册小号，
增加抢红包机会。

而微信群里抢红包也成了
非常热门的事件，聊城一些朋

友圈呼朋唤友进群抢红包成了
APP社交一大乐事。
“微博刚流行的时候，聚

会、吃饭时，很多人埋首刷微
博，或者拍照发微博，‘请你抬
头看看我’成了呼吁网民从
APP社交软件走向真实人际
社交的倡议。而今年的抢红
包，会不会又将再现聚会时候
大家纷纷低头抢红包，而忽视
实际的人及社交呢？”市民李
先生在文化部门工作，对于传
统春节、民俗文化颇为关注，
对于春节抢红包，他也提出了
担忧。

为了多抢红包

注册多个小号

据警方介绍，近来，随着微
信、微博、支付宝收发红包活动
逐渐火热，红包诈骗案件有增
多趋势，问题大都集中在用户
开户和交易两个环节。这种利
用朋友圈熟人关系、客服人员
指导参与活动等红包诈骗，伪
装性极强，再加上存在利益陷
阱，市民很容易就落入骗子圈
套。

在开户、绑卡过程中，如果
你的手机、身份证、银行卡同时
被盗，犯罪分子有可能利用绑
卡进行盗刷。如果手机丢失，可
将微信号暂时冻结，冻结后他

人将无法对账号进行操作；如
果手机与银行卡同时丢失，建
议用户立即挂失该银行卡。

据悉，“诈骗红包”的背后
其实是钓鱼网站，不法分子通
过钓鱼网站盗取受害者的手
机号、微信账号，趁机夹带木
马偷跑流量吸话费，或直接瞄
准与微信绑定的银行卡进行
诈骗。

对此，警方提醒市民，在
通过QQ、微信等新媒体给亲
朋好友送祝福、拜大年的同
时，一定要警惕“假红包”。如
遇到自称“客服”的人，一定要

核实其身份，交谈中不能提供
任何个人信息，更不能将电脑
交由他人控制。首先，在抢红
包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
更不要在其中输入任何个人
信息；其次，使用安卓手机的
用户，应及时下载手机安全软
件，定期查杀病毒。如果在点
击相关链接后，手机无法正常
收发短信，就要留意是否中了
支付类病毒。最后，市民应定
期修改网购、网银和支付账户
的密码，个别重要账号需使用
独立密码，以防被不法分子搜
集个人信息后诈骗。

红包诈骗多发

警惕“假红包”

本报聊城2月10日讯(记者
凌文秀 ) “纸上春联擂台赛”今
日擂台上联为 :胭脂赛西子 ,是阳
谷县第三中学姚玉春提供的一句
上联，欢迎各路英雄接招对出精
彩下联。东昌湖又有胭脂湖的美
称，而西湖也被众多诗文名家称
为西子湖。出上联者是在把东昌
湖与西湖相媲美。

纸上春联擂台赛开赛以来，
吸引众多市民接招对出下联。10

日，有市民致电本报热线提供下
联，也有市民邮寄的信件抵达本
报编辑部，还有邮箱、微信等互动
环节，楹联爱好者们寄托着对金
羊年的希冀、对未来的美好通过
各种形式涌向本报编辑部，通过
报纸传递到聊城每一位市民心
中。

参与擂台赛或投递原创春联
方式为 :可把手抄稿送到或邮寄
至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 部
(聊城市兴华西路93号),也可发送
邮件至lingwenxiu626@163 .com；
还可关注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公
众微信账号私信“qlwbjrlc”参与。
咨询电话:0635-8451234。

春联擂台赛

欢迎您来对

本报聊城2月10日讯(记者
凌文秀 杨淑君) 春节放假，在
外工作的聊城人陆续返乡。在聊
城工作的老朋友总要“意思”一
下。接待了三拨同学，市民陈先生
忍不住“吐槽”：“我半个月的工资
全用来接待同学了。”

“后天凌晨2点，我跟媳妇到
聊城，记得来接站哈！”这么不客
气的话，指定是一起打打闹闹惯
了的老同学，陈先生接到电话，就
开始盘算去哪儿给老同学接风。

送走这对夫妻，陈先生还有
两三个局，都是老同学回乡，几个
聊城同学组团“管吃管住管玩”的
节奏，“还真是甜蜜的烦恼，算下
来，半个月工资全砸进去了。”

4日，市民程先生接到一位在
青岛工作的老同学的电话。同学
近日放假回家在聊城下火车，然
后回老家茌平。“下午5点到聊城，
这吃住又得我全包。”程先生很无
奈，每次放假，在外打工、上学的
同学陆续返乡，聊城就是个聚会
根据地，他也成了专门的接待员。

市民刘女士说，现在物价高，
在外吃喝花销大，建议有家的人
在家做饭接待同学，能减少一半
以上的花费。“也请回家过年的老
同学、老朋友自觉回请一下，友情
不能由单方付出来维持。”

接待三拨同学

花了半月工资

春节临近，网上抢红包成风，很多市民抱着手机、
守在电脑前蹲点等待着抢红包。且不管一大帮商家疯
狂发红包为哪般，但看人们抢红包的架势，就足足证
明今年春节“抢红包”成为一大乐事。

有人因为一个微博每天只能抢四次红包太少，而
注册多个账号；有人搜集抢红包攻略制定抢红包作战
计划。而真实的抢红包境况究竟如何呢？记者找到几
位抢红包体验者，揭秘抢红包背后的期待和失落，同
时提醒市民警惕“假红包”。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杨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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