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联合省公安厅“防电信诈骗进校园”，融媒防骗手册助阵

民民警警今今天天走走进进济济南南四四高高中中支支招招

9 月，全省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迎来开学季，有些不法分子利用学生身在校园、

思想单纯、社会经验少的特点实施诈骗，侵害学生财产安全。据统计，校园电信网络

诈骗主要集中在网购、淘宝刷信誉、虚假中奖信息、游戏币充值、网上兼职、奖助学金

及以谎称学生生病、出车祸和被绑架为由诈骗家长等方面，很容易上当受骗，让学生

有针对性地掌握防范知识十分必要。为此，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教育厅共同发出倡

议：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共同创建平安和谐校园。

一、广大学生要提高警惕，加强自我防范，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

不透露自己和家人的个人信息、不向陌生银行卡号转账，防止上当受骗。一旦遭遇诈

骗，及时拨打 110 报警。

二、公安机关派民警深入学校，加强宣传教育，系统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式、

手段、特点和危害，讲授典型案例、防范要点等安全防范知识，让学生从入校起就知

道防范什么、怎样防范，掌握必要的防范技能，加强自我保护。

三、教育部门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法制课堂作为学生入学“必学课”，通过组织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基本知识考试、发放安全防范须知、摆放安全防范提示、播放校园

广播等形式，让学生掌握防范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四、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校园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知识，大力报道相关宣传活动，在

全省校园内掀起学习防范知识热潮。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加强警校合作，发动社会广泛参与，积极创建“平安

校园”，为学生们构筑起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坚强防线。

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教育厅

看看展展板板听听讲讲座座，，不不少少高高校校开开学学先先讲讲防防诈诈骗骗
“朋友”网上借钱，10 个新生 2 个愿借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诈骗短信
都见怪不怪了”

8 月 28 日是山东财经大
学新生报到的日子。在报到现
场，不少学院已经挂出展板，
进行防骗提醒。记者随机询问
了10个学生：“如果你的朋友
通过QQ或者微信向你借钱，
你会借吗？”

10个新生中，有1个新生
明确表示会借；另外1人表示，

“问清楚借钱的缘由，如果请求
合理，在我能力范围内，我应该
会借。”其他8名新生，几乎都
是思考后回答，“还是得通过电
话啥的确认一下，万一被盗号
了呢。”

该校国际经贸学院的一
位大二学生告诉记者，他最好
的朋友曾经对他做过一个测
验，“他当时就是在微信上向
我借钱，我几乎没怎么犹豫
也没打电话确认，就打算把
钱借给他。熟人尤其是朋友
平常就交流比较多，如果他
们向你借钱，真的非常容易放
松警惕。”

“某节目组短信告知你中
奖了，你会相信吗？”对于记者
提出的这个问题，所有新生表
示不会相信。不过，其中一个新
生说，在她上高中时，曾收到过

“非常6＋1节目组”发来的中
奖提醒，她当时信以为真，兴
冲冲地回家让妈妈帮自己填
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

“幸亏当时告诉妈妈了，
但当时特别不能理解这些骗
子为什么要骗人，还苦恼了很
长时间，现在见到这种诈骗短
信都见怪不怪了。”

寄通知书时就有提醒
效果如何不好说

“只要一谈到中奖了，一律
挂掉；只要一谈到是公检法税
务或领导干部的，一律挂掉；所
有 1 7 0开头的电话，一律不
接……”山东财经大学开学之
初，各个学院都建立了新生QQ
群，在群内普及防骗知识。新生
报到现场，该校的国际经贸学
院更是将“六个‘一律’”放上展
板。

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即
将开学的山东中医药大学等高
校，也已经将“六个‘一律’”印
成展板，打算长期放在学生宿
舍楼处提醒。

省内一高校负责人告诉记
者，新生入学是诈骗高发季，标
语虽然“简单粗暴”，却在短时
间内比较有效，而对学生的安
全教育，还需要从长计议，慢慢
开展。

此外，不少高校联合学校
保卫处、学生处，在学校开展座

谈会、分享案例、播放视频和短
片，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防骗
教育，几乎成为山东高校开学
季的“必修课”。

不少学校都表示，他们在
新生的入学通知书里，附带了
安全教育材料，包括贵重物品
的存放、接到陌生电话该如何
处理、涉及财钱信息要及时跟
老师家长确认等提示内容。山
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
的官方微信平台、官方微博
等，也附加了防骗提醒，包括
防手机短讯诈骗、防ATM机诈
骗等，其中，也不乏有学生接
到类似诈骗电话，并向学校确
认，才免于被骗。

但是有的高校表示，在针
对新生的防诈骗提醒中，极端
事件相对来说难以预见。高校
的防骗教育，效果如何并不容
易考量。

“在分享案例时，大部分
新生的触动非常大，但具体的
效果还得看以后，针对学生的
防骗教育，更重要的是要从根
本上堵住施骗的源头。因为对
涉世未深的新生来说，骗子的
伎俩不断更新，真的是防不胜
防。”济南某驻济高校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而观看过防诈骗案例视频
的新生小张也表示，“虽然震动
很大，但看到是一回事，没骗到
自己身上，有时真没觉得是真
的，还得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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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防诈骗进校园

本报济南8月31日讯（记者
杜洪雷） 为了进一步提高

在校学生防范电信诈骗的能
力，齐鲁晚报将联合山东省公
安厅走进全省各地市校园，在
开学季集中向学生宣讲防范
电信诈骗知识。9月1日，本报
联合济南市公安局率先在济
南部分学校举行“防范电信诈
骗进校园”活动。

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持
续多发，犯罪分子不断变换犯
罪手法，紧跟社会热点精心设
计骗术，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
产安全。特别是身在校园的大
学生和初高中生，与社会接触
较少，思想单纯，更容易让诈
骗分子有机可乘。

根据公安部的信息发布，
今年1月到5月，全国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发案24万余起，群众
被骗金额达70 . 4亿元。电信网
络诈骗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新
型犯罪，仅靠打击治理还不
够，需要动员全社会共同防
范。现在很多学生都有手机，
手机在方便通讯的同时，也成
了犯罪分子诈骗的渠道。近期
国内连续发生的多起学生被
骗事件更是引起全国关注，让
学生有针对性地掌握防范电
信诈骗知识变得紧迫而重要。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
防范电信诈骗知识，增强识骗
防骗的能力，齐鲁晚报将联合

山东省公安厅走进全省各地
市学校，在开学季集中向学生
宣讲防范电信诈骗知识。根据
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的联合倡
议，教育部门将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法制课堂作为学生入学
的“必学课”。

其间，各地市公安机关将会
组织有经验的民警进入到学校，
通过课堂讲解、发放传单、互动
问答等多种形式讲解电信诈骗
的各种知识。同时，本报今日的
A05版集结了8种常见的针对学
生诈骗的案例，本报以漫画的形
式为学生制作了一份精美的防
诈骗手册，让学生在轻松阅读中
掌握防诈骗知识。读者还可以登
录齐鲁壹点相关专题，了解更多
鲜活案例、观看相关视频。

在打击防范电信诈骗方
面，济南市公安局设立防电信
诈骗咨询热线，建立了打击防
范电信诈骗平台。9月1日，本报
将联合济南市公安局在四所学
校举行“防范电信诈骗进校园”
活动，率先响应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教育厅的联合倡议。

其中包括历下公安分局
走进新华电脑学校、市中公安
分局走进济南中学、天桥公安
分局走进济南第十三中学、历城
公安分局走进历城二中。各区公
安分局民警将采取灵活多样的
形式宣讲防范电信诈骗知识，
与学生们展开充分互动。

近期，不少电信诈骗案让公众痛心，年轻学子成了诈骗犯
眼里的“香饽饽”。让新生在踏进校门伊始就能接受防骗教育
的建议，被公众所认可，也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调查了驻济高校的开学情况，10所学
校中，几乎所有学校都已开展或计划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活
动。预防电信诈骗成为大学生入学的“必修课”，不过这堂课能
否得满分，如何考量预防效果，也值得各个高校思考。

8月28日，山东财经大学开学当天，有学院自制防电信诈骗展板给

新生上“第一课”。 本报记者 郭立伟 摄

公安厅教育厅倡议，防诈骗成入学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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