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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骗子子网网上上““搭搭伙伙””，，一一年年诈诈骗骗6600万万
泰安警方破保单诈骗案，牵出电信诈骗利益链条

诈骗用手机号

一小时接5个电话

22日，记者在泰山区刑侦大队
办公地点看到，骗子一部绑定400电
话的手机不断有全国各地的电话打
进来，一个小时就接到5个来电。民
警接起来告诉他们这个电话不是客
服，而是骗子的。

民警提醒说，一是搜索到的客
服电话不能全相信，最好是打银行
卡或保单上印刷的电话。二是无缘
无故来的财富不要轻易相信，天上
不会掉馅饼。

民警还提醒，丢身份证后一定
要报警。这样即便身份证被人冒用
做了违法的事，警方调查时，也能起
到撇开责任的作用，避免承担无谓
的民事责任。

本报记者 邢志彬

QQ群找人代扣分

被骗600元

泰安的小刘有一辆厢式货车，
平时在泰安城区拉货，因违章被扣
了不少分，眼看着驾驶证上的分要
被扣完，他有点着急，就想花点钱找
人代扣。听说网上有很多代扣分的
QQ群，他就加了一个。

7月20日，小刘给其中一个代扣
分的人打电话过去，对方很痛快地
答应了，让他把驾驶证放进泰山火
车站广场西侧邮箱里，小刘按要求
做了。两个小时后，他又接到对方的
电话，说驾驶证看到了，扣分的事情
已经做完，只要把谈好的费用按指
定账户打过去，他就可以派人把驾
驶证送过来。

小刘很快将600元钱打到指定
的账户上。一个小时后，对方打电话
过来说，驾驶证已经送到邮政大厅
前台，让小刘去拿。

小刘过去拿驾驶证时，工作人
员说，没有人送过来，是工作人员打
开邮箱时发现的，已经有好几起这
样的情况了。小刘一查分一点没销，
才知道被骗了。

本报记者 邢志彬

网上办大额信用卡

差点搭上5万元

小李家住泰安东岳大街一银行
旁边，今年“五一”假期他和女友出
去旅游，两张一万额度的信用卡没
够用，回来就想着办一张额度大的
信用卡，还能提现周转一下资金。

走了泰安的几家银行，因为他
名下没有房产、汽车而且未婚，最多
只能一万的额度。5月16日，他从网
上看到一个办大额信用卡的电话号
码，称能办三五十万的信用卡。

小李打电话过去后，对方称先
办一张借记卡，但要留电话，方便内
部操作。然后让小李提供身份证复
印件、借记卡号和密码，并且开通网
上银行。

没过几天，小李借记卡发卡。对
方打电话说，信用卡也进入了确定
额度的关键时刻，问想要多少额度
的卡。小李问能不能办50万的，对方
说没问题，只要存5万到借记卡里，
而且当天下午4点之前存上，第二天
就能发卡，并指导他去银行存款。

到了银行后，银行工作人员听
到小李电话中的交谈，暗示他先挂
断电话，直接告诉小李他上当了。小
李才如梦初醒，没把5万元打进借记
卡里。银行一位经理告诉小李说，网
银密码可能早就被改了，钱一打进
卡里就会被转走。因为他没保管好
账户信息，就算打官司也赢不了，损
失更难追回来。

本报记者 邢志彬

一年诈骗60多起，受害人遍布15省

此时，另一组研究监控
录像的民警有了进展，警方
发现两次取款的是一胖一瘦
两个人，他们开一辆琼A车
牌、银灰色丰田轿车作案，车
主是陈某平，他的同伙是王
某刚。

警方发现他们曾6次进
出同一小区，很可能住处就
在这里。7月9日凌晨，警方趁
两人一起去网吧上网时，将
他们控制。警方对他们住处
搜查，查获50多张银行卡。

两人2014年在一酒吧认
识，商量着一起干电信诈骗。
他们在网上大量购买手机卡
银行卡，又租了一个400电话

一段时间的使用权。在网上
各大论坛里发布这个400号
码，说这是各个保险公司的
官方客服。只要有搜索客服
电话的，就有可能搜到这个
电话。

电话接通后，再套出对
方到底想找哪个公司办业
务，随后骗受害人去转账。目
前已经查实的受害者涉及15
个省份，几十个地市，60多
起，金额高达60多万。

嫌疑人平时有赌博恶
习，骗来的钱大都赌博挥霍。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经被带回
泰安，并追回部分赃款。案件
正在进一步深挖。

被骗钱款5分钟内被全部提走

泰山区刑侦大队大案队
成立“6·19保单分红案”专案
组，开始着手调查。警方从收
款账号入手，查出开户地是
海南海口一工行营业厅，户
主是河南籍人。

骗子反应非常快，被骗
的钱款到达这个账户后不到
5分钟就被人全部取走。到账
后第3分钟，就有人在海口市
五指山路一银行ATM机取
走2万元，1分钟后又有一人
在另一家工行的ATM机取
走1万多元。

嫌疑人取款时一直用手
遮挡着脸部，提出款后又用
钞票遮挡脸，无法看清面容。

警方继续调查收款账户的信
息，发现提走2万元的那张银
行卡是今年5月14日办的，开
户人在某商厦开化妆品店，
民警找到这个人，对方说卡
不是她办的。

原来她在今年 3月丢
过一个包，身份证也丢了，
当时还报了警，身份证是
被他人冒用开了卡。警方
查 到 确 实 有 这 条 报 警 记
录，排除了她的嫌疑。另一
张提走 1万多元的银行卡
持卡人黄某也说自己丢过
二代身份证，民警证实去
办卡的也确实不是黄某本
人。

本报记者 邢志彬

6月19日下午，警方接到
张女士的报警，说她被人冒
充太平人寿的客服骗了3万
多元。原来，受害人张女士以
前在太平人寿买过保险，对
该公司一些业务挺感兴趣，
就在网上搜“太平人寿客服
电话”，搜到一个400开头的
号码，她就打了过去。

电话接通后，她先问了
句“是太平人寿的客服吗”，
对方是个男子，说是的，就让
张女士先提供身份证号和保
单号。张女士把保单号告诉
对方，刚想咨询问题，对方说
查到这张保单有一笔3000多
元的分红，马上到领取的最
后期限了，需要赶紧去银行
ATM机操作，公司给她打到
卡上。

去银行路上，张女士
还接到一个归属地为“北
京联通”的电话，对方自称
太平人寿的工作人员。后
来证实这个电话也是骗子
打过来的。

到银行后，张女士继
续和这个400电话联系，按
照对方的要求操作。先查
余额，余额是3 2 0 0 0多元，
对方让她把其中的 3 1 8 6 6
元转账到保险公司的银行
卡上。对方称这是为了把
她的银行卡和公司的银行
卡关联起来，张女士就按
对方说的转账。

转账后对方说一星期后
会把钱和分红一起汇过来。
张女士后来转过弯儿来，知
道被骗了，赶紧报了警。

““领领导导””没没带带钱钱，，让让““下下属属””汇汇款款
“下属”多打一个电话，避免了3000多元损失

张先生在泰安南开发区
一家公司上班，7月20日上午，
他休班在乐园小区家里睡觉，
突然接到一个泰安本地的陌
生手机号码来电，电话那头传
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开口就问
他在哪。

张先生听着声音很耳熟，
睡得迷迷糊糊刚醒来，脑子也
不清楚，问了一句“您是哪
位”，那个人马上又压低了声
音，有点生气地说“连我都听
不出来了，你不是小张吗？”

张先生觉得声音更熟悉

了，试探地问是不是陈经理，
那个人才缓和了声音说了句

“嗯，你明天早上10点到我办
公室一趟。”他立刻坐了起来，
觉得这个电话号码太陌生，大
胆问了一下“您怎么没用688
的号”。对方说是他的私人号
码，让张先生存到手机里，明
天再联系。

21日张先生起了一个大
早，9点就准备出门到公司办公
室，在路上就接到了“陈经理”的
电话。对方说不用上楼了，他刚
临时陪着外省公司的考察团出

门，让张先生等电话。
过了15分钟，“陈经理”又

来了电话，说考察团的一位大
领导相中了一件旅游纪念品，
他出门着急手头没带那么多
钱，问张先生有没有带钱。张
先生身上也只有500块钱，就
问领导这些够不够。

“陈经理”说还差三千，让
他想办法借点，或者从卡里打
给他，等下午回去就让财务把
钱给他。张先生寻思卡里还有
点钱，还没给经理回电话，“陈
经理”就把银行卡号发了过

来。
他到银行ATM机打钱的

时候，账户名字显示不太对，
又问了一下经理。“陈经理”马
上又发了火，说卡号是他夫人
的，让他赶紧打钱，别耽误了
生意。张先生多了个心眼儿，
向同事问了陈经理家的座机，
打过去后，陈经理正在家陪孩
子复习功课，从来没借过钱、
也没陪所谓的考察团。张先生
才知遇到骗子了，所幸没被骗
成。

本报记者 邢志彬

今年7月，泰安泰山区警方破获一起保单诈骗案
件，民警远赴海南抓获两人，并摸清了电信诈骗的利益
链条。警方介绍，诈骗案产业化趋势明显，四个团伙有
明确分工，有人专门提供冒用身份信息办理银行卡，有
人专门办理各地的手机卡，有人专门从事诈骗，有人专
门负责提现。

各个环节互相不认识，却能通过网络联系，协同作
案，有丰富的逃避打击的经验。两个嫌疑人能轻松获得
诈骗需要的资源，短短一年就得手60次，非法获利60万
元。

网上搜到假客服电话，被骗三万元

多个心眼

头条链接

提款人在ATM机取款时用钱挡住脸。

通过电话
摇控指挥

骗子各个团伙通过网络联系，甚至互不认识。 制图：姚继贵

■揭秘电信诈骗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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