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方总结典型电信诈骗术帮市民提高防范意识

擦亮眼睛 识破这八类骗术

本报枣庄 6月 1 3日讯
(记者 袁鹏 通讯员 贾
方勇) 为应对电信诈骗多
发的情况，枣庄市公安部
门6月9日起开始一轮为期
两周的防范电信诈骗集中
宣传活动，警方总结了八
类典型的诈骗术，以帮助
市民提高防范意识。

“我们近期接到了大
量报案，均是以打电话、发
短信的方式进行诈骗。这
些诈骗者利用市民对政法
机关、银行、电信等专业业
务不熟悉，对电脑等高科
技手段接触不多的特点进
行诈骗。被骗者多为老年
人，其中又以女性为主。几
分钟之内这些钱就流往国

外，多是东南亚国家，如柬
埔寨、新加坡、菲律宾等。”
市中区公安局刑警直属中
队中队长李龙成介绍说，
由于犯罪分子躲在境外，
本地警方很难开展侦查、
抓捕工作。

警方表示，市民一定不
要轻信“天上掉馅饼”、“一
夜暴富”的电话、短信信息。
否则一旦将钱汇出，将很难
追回。警方目前已经联合电
讯运营商、银行等相关机
构，共同研究打击电信诈骗
的方法，但最关键的还是民
众要提高自身的防范识别
能力。警方根据近期发生的
电信诈骗案件，总结了八类
典型的诈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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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受害人接到了
所谓的“兑奖热线”电话
后，犯罪分子即以需要先
行汇出“个人所得税”、“公
证费”、“转账手续费”等种
种理由诈骗钱财。

提醒：目前，各大公司
的有奖酬宾或抽奖活动一
般采取电视抽奖、现场抽
奖或者到公司现场兑奖等
方式进行。所需要的“个人
所得税”等各种税费通常
都会从奖金中直接扣除。
因此，所谓“手机抽奖”、缴
纳“个人所得税”等均为诈
骗陷阱。

关键词：中奖

陷阱：以住房或车辆退
还税费为诱饵，一旦事主与
其联系，往往容易在不明不
白的情况下被对方以种种
借口诱骗到ATM机上实施
转账操作，将对方要求的钱
款转入骗子指定账户。

提醒：接到这样的消息
时，要冷静思考分析。不要
轻易相信所谓的汽车退税、
购房退费、返还话费、返还
水电费等幌子。如果真有退
税政策出台，新闻媒体会报
道告知。绝不会要求消费者
持银行卡到ATM机上按照
电话指示进行转账操作。

关键词：退还税费

陷阱：犯罪嫌疑人假
冒银行客服中心或者公
安局金融犯罪调查科的
工作人员，谎称受害者的
银行卡可能被复制盗用。
要求受害者按照指示，将
卡内资金存入所谓的安
全账户。

提醒：遇到此种情
况，不要相信来历不明的
各种陌生电话或短信提
示的银行卡操作信息。如
有疑问的话，可以到自己
开户行的网点，询问工作
人员。

关键词：刷卡消费

陷阱：通常以低价销
售二手车或枪支、窃听器
材等违禁物品为诱饵，要
求汇定金或者货款。

提醒：不要轻易相信
异常优惠的商品信息，在
进行交易之前，要向相关
部门核实提供商品的商
家的真实情况。并且要尽
量采取货到付款的形式
进行交易。

关键词：廉价销售

陷阱：以高薪招聘为
诱饵，受害人联系特定电
话后，对方即谎称要预先
缴纳“培训费”、“服装费”
等等，骗取钱财。

提醒：天上不会掉馅
饼，高出平均水平太多的
薪酬承诺要引起特别注
意。不要因为对方潜在的
雇主身份就不敢质疑对
方，要辨明雇佣者的真实
情况。

关键词：高薪招聘

陷阱：采用主动拨打
居民家中座机电话的形
式，冒充电信运营商的工
作人员，称其登记的座机
电话有高额欠费的情况，
要求其补交话费。

提醒：不要相信不明
来历的各种陌生电话或
短信提示座机电话欠费。
如果电话又欠费的情形，
运营商也不会要求用户
用往某个账户汇款的方
式来交费。

关键词：催款欠费

陷阱：利用亲友在外
上学或者工作离家较远
的情况，直接拨打被害人
电话。谎称亲友在外受到
意外伤害或者突发重特
大疾病等要求汇款救治。
被害人救人心切，未经核
实，便把钱汇到嫌疑人指
定的账户。

提醒：请广大民众不
要轻信不明来历的各种
来电、短信。如有相关要
求，请一定要和当事人亲
自核实后再做决定。万万
不要情急之下中了圈套。

关键词：汇款救急

陷阱：嫌疑人通过拨
打事主电话冒充其外地
熟人朋友或关系单位熟
人，谎称来出差办事。以
出车祸、嫖娼或赌博被
抓、家人住院等为理由。
要求事主通过银行汇款
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提醒：如果接到陌生
人电话，一定要先确认对
方身份。不要受对方的误
导，不要主动猜测对方是
谁。在没有确实弄清对方
是谁的情况下，不要盲目
答应对方的要求。

关键词：熟人求救

一市民收到的诈骗短信。 本报记者 袁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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