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公安安””和和““法法院院””来来电电让让办办信信用用卡卡
芝罘警方提醒：接到可疑电话可回拨检验真伪

案例一

“公安局”来电称信用卡出现问题

刘女士说，18日上午10点
多，她接到一个自称来自烟台
市公安局某分局的电话。电话
中，一名自称王警官的人说，
刘女士贷款买房时所办的信
用卡密码被网络黑客破解了，
需要到指定银行办理新的信
用卡。

挂了电话不久，刘女士就
接到了来自法院经济庭的电
话，告知刘女士应立即开办新
信用卡。

刘女士起初还有些怀疑，
便拨打了114查号台，询问公
安局和法院的电话。结果发
现，接到的这两个号码竟然真
的是公安局和法院的办公电
话，刘女士遂信以为真。

刘女士刚想打电话给丈
夫商量下，来自“公安局”的电
话又响了，对方叮嘱她办理手
续前，应在新开通的银行信用
卡中存储一定数额的资金，这
样可按比例得到较大金额的
赔偿。

信以为真的刘女士正准
备前往银行开办信用卡，被恰
好赶回家的丈夫拦住。她对丈
夫马先生诉说详情后，马先生
断定妻子接到的是诈骗电话，
立即向芝罘公安分局报警。

民警拨打刘女士接到的
电话号码验证，手机上显示的
号码是犯罪嫌疑人用改号软
件设置的假号码，并非是真正
的公安局和法院来电。

案例二

“移动客服”称预存话费后期返还

无独有偶，在市区某写字
楼办公的林先生近日接到一
个来电显示为10086的号码，
由于他本身就是移动用户，就
接了电话。

对方用比较标准的普通
话询问了几个与林先生有关
系的问题后，就开始转入正题，
称移动推出优惠活动，只要林
先生预存200元钱，就能在2个
月后收到返还的300元钱。

林先生下班后再次拨打
10086咨询，客服却称最近并
没有推出这个活动，林先生庆
幸自己没有因一时心热充话
费。

记者从芝罘公安分局网
安大队获悉，近段时间不少市
民接到冒充移动、联通等服务
号码的诈骗电话，不管对方在
电话里如何说，最终目的就是
骗钱。

中青年是受骗主体

芝罘公安分局网安大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电信诈骗主
要分为电话诈骗、手机短信诈
骗和网络诈骗。目前电信诈骗
方式有40多种，每年造成大面
积发案的有十七八种。受骗群
众中，20-49岁的人占七成，可
以说中青年人是受骗的主体。

近年来，电信诈骗类案件
呈高发态势。虽然群众对这类
诈骗有所防范，但是面对层出
不穷的诈骗手段，受骗者仍不

在少数。
电信诈骗具有跨区域性、

高科技性等特点，大多数作案
人员通过虚拟的网络跨地域犯
罪，其作案手法使犯罪更加具
有隐蔽性，警方抓捕阻力重重。
此外，犯罪团伙通常在多处银
行伪冒他人开户，利用网上银
行的远程转账功能，异地作案、
异地取款，使得钱款去向难以
查清，追赃控赃的效果也不理
想。

回拨号码可辨真伪

骗子是如何随意改变主叫
号码的呢？民警介绍，现在市面
上出现了一种改号软件，通过
这种软件就可以在对方手机上
显示改号者想要模拟的号码，
包括10086、120急救号码等。

“防范措施很简单，按照
来电显示的号码回拨过去，就
会将这个号码打到真正的主
人那里，骗子的把戏就露馅
了 。”网 安 大 队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芝罘公安分局民警提醒市

民，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使
用电话方式对所谓的涉嫌犯
罪、电话欠费等问题进行处理。

此外，市民应该养成保密
意识，不要轻易将个人的资
料、银行卡号等告知他人。

所有诈骗方式，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骗钱。任何陌生人通
过电话、短信要求您进行银行
转账、汇款，或者声称为您提供
安全账户为您的存款提供保护
的，请一概不要相信，防止受
骗。

本报热线 6 6 1 0 1 2 3消息 (记
者 苑菲菲 ) 家住西炮台社区
的夏老汉因行动不便，便把在医
院开的注射药品拿到社区卫生
服务站注射，结果被收取了每包
注射液12元的费用。老人心里挺
纳闷，“大夫说，2块钱是注射费，
10块钱是风险费，这样收费合理
吗？”

19日上午，记者来到西炮台
社区，见到了 7 6岁的夏老汉。夏
老汉说，因为患了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于14日到毓璜顶医院去诊
治，医生给他开了氯化钠注射液
和头孢，一天需注射两次，共8次
的药。因为医院离家远，夏老汉
身体也不好，第一次在医院注射
完毕后，医生建议他带着药去社
区卫生服务站注射就行。

夏老汉说，当天晚上他就去
了西炮台社区卫生服务站，但医
生说每次要收取12块钱，“2块钱
是注射费，1 0块钱是风险费，医
生说给我打针要承担风险。”

夏老汉17日打完药后，社区
卫生服务站给他的盖章发票上
面，项目一栏都统一成了西药
费。

对此，西炮台社区卫生服务
站的医生解释说，因老人拿的是
从外面带来的药物，又是头孢类
药物，本来是不应该给老人注射
的，为了方便老人，医生才给打
针的。按照卫生服务站的规定，
服务站自己开的药每次注射费5

块钱，外带的药物每次注射费是
10块钱，收取老人的另外2块钱，
则是一次性针头和针管的费用。
而之所以在老人的发票上统一
开西药，是为了方便老人更好地
报销。

记者从芝罘区物价局了解
到，不同医院的注射费标准不一
样，烟台市社区注射费的收取标
准不得高于10块钱。

打针被收风险费

医院称是注射费

电表升级
为增效铺路

本报讯(通讯员 麻常冲 孙
伟华 ) 11月15日，经过两天的努
力，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计量班顺利完成了10千瓦南
环线18块公用台区远程费控智能
表的更换工作。

(一)汇钱救急诈骗

不法分子首先通过反复骚扰或其他手段使市民手机关机；再
利用市民手机关机这段时间，以医生或警察名义给市民家属打电
话，实施诈骗。

(二)电话欠费诈骗

不法分子在互联网电话上安装任意显号软件，然后群拨电话，
显示国家公安、电信机关的电话号码，冒充电信公司、公安机关等
单位工作人员，以受骗者电话欠费、被他人盗用身份涉嫌洗钱犯
罪、没收受骗者银行存款等进行威胁恫吓，指引受骗者将自己的银
行账户资金转到“公安机关”指定账户。

(三)引诱汇款诈骗

不法分子以群发短信方式，将“请把钱存到某银行某账号”
等短信内容大量发出。如果碰巧事主正打算汇款，收到此类汇
款诈骗信息后，可能未经仔细核实，将钱直接汇到不法分子提
供的银行账号上。还有的事主因拖欠别人钱款，收到此类诈骗
信息时，没有落实真实姓名，便把钱汇入该银行账号。

(四)刷卡消费诈骗

不法分子通过手机短信提醒手机用户，称该用户银行卡刚
刚在某地刷卡消费，如用户有疑问，可致电某号码咨询，并提供
相关的电话号码转接服务，一步一步将受骗者引入骗局。

(五)虚假中奖诈骗

方式主要分三种：1 .预先大批量印刷精美的虚假中奖刮刮
卡，通过信件邮寄或雇人投递发送；2 .通过手机发送中奖短信；
3 .通过互联网发送中奖短信。受骗者一旦与犯罪分子联系兑奖，
即以“需先汇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理
由要求受骗者汇钱，达到诈骗目的。

(六)低息贷款诈骗

“我公司在本市为资金短缺者提供贷款，月息3%，无需担
保，请致电××经理。”此类诈骗短信，是骗子利用一些企业和
个人急需周转资金的心理，以低息贷款诱人上钩，然后以预付
利息名义骗钱。

(七)录制QQ视频诈骗

嫌疑人事先通过盗号软件和强制视频软件盗取QQ号码
使用人的密码，并录制对方的视频影像，随后登录盗取的QQ

号码与其好友聊天，并将所录制的QQ号码使用人视频播放
给其好友观看，以骗其信任，最后以急需用钱为名向其好友
借钱，从而诈骗钱款。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路明 福基 林山

年底将至，电信诈骗分子又开始活跃起来，诈骗电话
和短信不断来袭。如今，犯罪分子的隐藏手段也更加高
明，竟然使用改号软件，使假号码披上“10086”甚至是政
法办公电话等正宗号码的外衣，使人难辨真伪。芝罘警方
根据近期接到的报案，为您支招防诈骗。

警方为您揭秘那些常见的骗术

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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