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欲购从速”，
网站钓走2808元
大学生网购特价机票误入钓鱼网站，被骗付款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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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4日讯(通讯员 朱
海生 记者 刘腾腾) 近日，大
二学生小孙在订购特价机票时，
误入了一家钓鱼网站。点击对方
提供的链接付款时，网页却一直
显示操作超时，需重新支付。在连
续输入三次后，小孙意识到事有
蹊跷，登录网银一查，发现自己的
银行卡里有2808元钱不翼而飞。
目前，警方正在追捕涉嫌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
近日，在青岛某高校上学的

大二学生小孙想请假和同学一起
去厦门旅游。为了节省资金，两人
决定从网上订购特价机票。从百
度上搜索“特价机票网站”后，两
人随意点开了其中一个网站。登
录网站后寻找从青岛至厦门的特
价机票，发现每张机票只需468

元，比其他网站便宜近一半。两人

兴奋之余，准备立即付款买票。谁
知在点击付款购票的网页时，网
页只显示“正在连接”，却一直打
不开页面。

无奈，他又根据网页上留下
的QQ号，加了对方为好友，这才
联系上了网站的管理者。得知小
孙想要订购特价机票，对方发给
小孙一个链接，称余票不到10张，
让小孙“欲购从速”。担心买不到

票，小孙赶紧点开链接准备付款。
当按要求输入自己的卡号和密码
时，页面却弹出“对不起，您的操
作已超时，请返回重新支付！”的
提示。于是，小孙只好重复刷新，
连续三次输入卡号和密码。意识
到事有蹊跷，小孙便登录自己的
网银查询卡里的余额，竟然发现
卡里少了2808元。发觉受了骗，小
孙赶紧报警。

接警后，四方警方初步分析
认为，小孙误入了一家钓鱼网
站。在按照提示输入卡号和密
码付款后，自己卡上的钱就会
被对方划走。连续输入三次
后，2808元钱就不知不觉流
走了。目前，警方正在全力
调 查 追 捕 网 站
的 诈 骗 嫌
疑人。

随着网络诈骗的日益猖
獗，不少市民在网上交易时被
骗。警方列举了近期常见的几
种网络诈骗类型，提醒市民网
上交易要谨慎，避免上当受骗。

一、利用木马病毒盗取他
人网银等账号信息诈骗。犯罪
分子会在一些视频网站的播放
器上捆绑木马病毒，一旦访问

者下载安装这些播放器时，自
己的电脑就会被植入木马。此
后，用户若在用这台电脑登录
QQ、网银等账号，就会被犯罪
分子远程记录。

二、利用网络游戏装备及
游戏币交易进行诈骗。犯罪分
子一是利用某款网络游戏进行
游戏币及装备的买卖交易，在

骗取玩家信任后，让玩家通过
线下银行汇款的方式，待得到
钱款后即食言，不予交易；二是
在游戏论坛上发表提供代练，
待得到玩家提供的汇款及游戏
账号后，代练一两天后会将汇
款和账号一起侵吞。

三、“网络克隆”诈骗。不法
分子通常会设立假冒银行网站

或电子商务网站，一旦访问者
通过该网站进行交易，其账号
和密码就能被窃取。此外，犯罪
分子通过发送含木马病毒邮件
等方式，把病毒程序置入计算
机内，一旦客户用这种“中毒”
的计算机登录网上银行，其账
号和密码也可能被不法分子所
窃取。

常见网络诈骗类型

查看天气情况，做足准备工作
失踪者之子发微博还原救援过程，总结教训警示众人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刘腾
腾 通讯员 刘海青) 从20日爬
山迷路至今，58岁的老高已经失
踪了四天三夜。24日，近百名救援
人员再次进山搜寻，却依然没有
发现老高的踪迹。老高的失踪让
他的家人揪心不已，24日，他的儿
子小高发微博还原救援过程，总
结父亲失踪的教训以警示众人。

24日早8时，崂山公安分局民
警、消防官兵、武警、蓝天救援队
的搜救力量在八水河附近集结，
然后从兵分两路继续进山搜救，
一路沿着明霞洞往西搜寻，另一
路经上清宫往西进发。为最大限
度地减少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
提高救援速度，警方与风景区管
理处沟通协调，于8时启动了索
道，不断往山上运送民警及其他
前来参与搜救的救援人员。10时
许，救援人员陆续到达事先确定
的高先生被困的区域后，再分头
展开地毯式搜索，但一直没有发

现高先生的踪迹。
24日，高先生的儿子小高发

表了一篇长微博，还原了整个事
发和救援的过程。文章中写道：

“从周四下午父亲爬山迷路到现
在已经第四天了，我和救援人员
多次上山搜索，一直没有收获。父
亲出事的地方条件非常恶劣，雪
厚冰冻，家里人已做了最坏的打
算。”谈及此次高先生迷路被困的
原因，小高称“父亲对崂山比较熟
悉，也许正是过于自信的疏忽让
他放松了警惕，希望这件事能给
各位驴友敲响警钟。”

小高在微博中提醒道：“驴友
们尽量不要一人独自登山，务必
提前将行程告知家人，如果有条
件，携带GPS设备，方便在迷路之
后告知救援人员准确位置；迷路
之后不要紧张，确认手机电量和
信号情况，冬天在山区锂电池电
量下降很快，报警之后如有必要
先关机，等待救援人员到达后再
开机与其联系，不要打过多无谓
电话；出发前事先规划好路线，熟
悉路况，没有导航的情况下不要
盲目尝试未知路线；查看天气情
况，做足准备工作。”

赠品只能当天领？

商家称过期不送
工商人员介入后，

消费者领回平板电脑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曹思扬 通讯员 王军 )

一皮草展销商的广告中宣传
购满5 0 0 0元即赠送价值6 0 0

元的平板电脑，一消费者买
够 5 0 0 0元后当场没有领赠
品，过几日领取时却遭拒。23

日，经市南工商部门调解，消
费者拿回了赠品平板电脑。

近日，市民孙女士在报
纸中看到一则广告，南方一
展览商在山孚大酒店举行一
个皮草展销，广告中宣传全
场1至2 . 5折，全场购满5000元
赠价值6 0 0元的平板电脑一
台，孙女士很心动。1 5日下
午，孙女士来到展销上购物，
买了几件皮衣正好6000元，
可以获赠一台平板电脑，但
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孙女士
晚上有饭局，领平板电脑还
得去找展销商办公室签字，
孙女士于是决定保存好发票
后过几天再来领赠品。直到
20日，孙女士才想起来5天前
买皮衣赠的平板电脑还没有
领，孙女士找到展销商后，但
展销商却称，赠品只能当日
领取，过期不送，但孙女士认
为，展销商的广告并没有注
明只能当日领取，展销商要
么赠给她平板电脑、要么退
货。双方多次协调未果，孙女
士将展销商投诉到市南工商
分局辛家庄工商所。

经调查，孙女士的投诉
属实，展销商发布的广告中
并没有注明赠品仅能当日领
取。工商人员认为，展销商的
做法明显与广告宣传相悖，
只要消费者能提供出购买证
明，展销商就应该履行承诺
赠给消费者平板电脑。

经调解，23日，孙女士拿
到了赠品平板电脑。

顾客、保安、售货员联手抓小偷
小偷三楼得手，没来得及逃出商场就被抓住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曹思
扬 周衍鹏 ) 24日12时45分左
右，一名女市民在香港中路一家
商场3楼购物时被小贼盗走手机，
在商场保安及热心售货员的帮助
下，小贼还没来得及逃出商场就
被抓住，随后被警方带走。记者事
后获悉，帮忙抓贼的售货员是一
名90后，今年刚满20岁。

12时50分，记者闻讯赶到事
发现场，看到在商场一楼东侧电
梯的电梯口处，有3名男青年将一
名身穿黑色羽绒服和蓝色牛仔
裤的男子摁倒在地，男子的鞋掉
了下来，嘴里一直重复：“轻点、
轻点。”三名男青年分别是商场
保安、顾客和商场售货员，保安
将男子手中的手机夺出，交给旁
边一位女子，随后赶来的数名保
安将此男子带出商场，交给110警
车带走。

1楼的一位售货员告诉记者，
事发约5分钟前，她看到被抓的男

子飞快地从3楼西侧电梯跑下来，
后面跟着一女子和一名保安，女
子边跑边喊抓贼，保安大喊“站
住”，保安追着男子从2楼西侧电
梯跑到东侧电梯，这时2楼的一名
男售货员和穿军装的顾客也冲
了过来帮忙，男子想穿过人群跑
向一楼，最后在1楼东侧电梯处，
这3人将男子摁在地上。采访中，
不少售货员称，这名男子上午在
商场内的各个楼层逛了好几圈
了，也没买东西，没想到竟是个
小偷。

记者随后找到了帮助抓贼的
热心售货员万立志，他是1992年出
生，今年只有20岁，事发时他在2楼
东侧电梯附近销售女装，看到保
安在抓贼，觉得保安一个人可能
控制不了小贼，他便义无反顾地
冲了上去帮忙抓贼。“当时只想着
抓小偷了，根本来不及想别的。”
万立杰略显腼腆地告诉记者，直
到把小偷抓住后，他才突然感到

“有点后怕”，万一小偷当时身上
带着凶器怎么办，但他还是笑着
称，以后再遇到同样事情的话，他

还是会第一时间冲上去。
目前，小偷已被市南警方控

制，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商场的保安正在控制偷手机的小贼(倒地者)。 曹思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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