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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安部关注，省公安厅派员督办

警警方方兵兵分分多多路路全全力力侦侦破破徐徐玉玉玉玉案案
本报临沂8月24日讯（记者

季善文 车少远 王晓瑶
高祥） 徐玉玉案件经报道
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
公安部门的极大重视。记者
从公安部门了解到，临沂警
方已经根据掌握的线索兵分
多路全力侦破此案。

临沂市罗庄区公安分局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当地公安机
关接到报案后迅速成立了专案
组，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民警
已奔赴各地，省公安厅和市局
也派驻了督办人员、警力，力求
尽快破案。案件有进展后，会及
时公布相关情况。

徐玉玉一事也引起了教育
部和公安部的关注。24日，教
育部官方微博@微言教育发布
消息，提醒大学新生谨防以发
放助学金等为名的欺诈恶行。
教育部表示，国家建立了完整
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只要有
经济困难，政府和学校都会给
学生提供合适的资助。

教育部郑重提醒广大学生
尤其是大学新生，无论是哪个
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助，不应
要求学生到ATM机或网上进
行双向互动操作。如有类似要
求的，请先向老师和当地教育
部门咨询，千万不要擅自按照
对方要求操作转账，以免上当
受骗。

同日，@公安部打四黑除
四害微博也发布消息，介绍了
几种遇到电信诈骗时的紧急止
付方法。当发现遭受电信诈骗
后，市民应保存好汇款或转账
时的凭证并立即拨打 110报
警，或到当地公安机关刑警队、
派出所报案，说清被骗经过。若
能够准确提供转出现金的账户
和骗子的账户，公安部门可实
行涉案账户快速接警止付，最
大限度挽回损失。

南京邮电大学24日下午
也已派工作人员，赴临沂向当
地警方了解案情，并对徐玉玉
家属进行慰问。徐母说，徐玉玉
曾接到教育部门关于办理助学
金的电话。校方表示，此前除向
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之外，没
有任何学校工作人员与徐玉玉
联系，通知发放助学金的事宜。

说起女儿，父亲忍不住声泪俱下，母亲拿过纸巾，为他擦拭。 本报记者 高祥 摄

■整治诈骗电话·追查

徐玉玉的悲剧，从
犯罪分子掌握了她的个
人信息之时，便已经开始
了。在个人信息成为一种
商品被违法人员进行买
卖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

“透明人”。在贩卖个人信
息的犯罪链条中，既有源
头的供给人员，也有促
成交易的中间商，还有
下 游 个 人 信 息 的 购 买
方，其中就包括电信诈
骗分子。各个环节自成
一体，互不见面交易，给
警方侦破电信诈骗案件
带来极大的难度。

在信息贩子提供的“样品”中，一百名学生的个人信息都非常详细，从姓名到身份证，再到家庭住址和父母联

系方式，应有尽有。（网络截图）

一一条条学学生生信信息息一一分分钱钱就就能能买买到到
本报记者接触信息贩子，百名学生信息被当样品展示

本报记者 杜洪雷

电话那头家长不知
孩子信息如何泄露

24日下午，齐鲁晚报记
者联系到一个专门销售学生
信息的信息中介，表示要购
买学生的信息。为了显示自
己的实力，对方先给记者发
了一份湖北一地市中学的学
生信息。

这个表格里面有100名学
生信息，都是一个中学高三的
学生，详细地记录着学生的出
生年月、家庭住址、联系电话，
还有学生父母的信息以及电
话联系方式。为了验证信息的
准确性，记者随意选取了一个
电话拨打过去，发现对方就是
信息目录里面学生的父亲。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的。”电话中，学生的父亲惊
讶地说。当记者说明白获取
其信息的过程后，这位父亲
感觉不可思议。他说自己的
女儿就在这所学校上学，所

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他对
于自己信息泄露感觉气愤，
但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的
问题。

对方称，他们很快弄到了
记者所需要地区的中学生名
单，但是必须先要支付600块
钱。在其开具的价格中，6万条
学生的个人信息，只需要600
块钱，平均一条信息一分钱。

这些信息是如何泄露的
呢？人们扔掉的车票、快递
单，扫码领奖品、房产登记、
银行卡信息登记、保险登记
等都可能成为信息泄露的源
头。根据侦破的案例，互联网服
务商、电信运营商、银行、房产
中介、保险公司、快递公司等企
业的不法员工，为了谋取利益
向违法机构和个人售卖公民的
个人信息早已不是新鲜事。

“现在很多网站都建有网
民的个人信息数据库，可有的
防火墙并不完善，就会成为黑
客入侵的对象。”据相关办案民
警称，经常有黑客通过恶意代
码，非法侵入某些机构的数据
库直接盗窃个人信息。

在网络上，关于个人信息
的叫卖很容易查询到，特别是
在一些聊天工具中，违法人员
明目张胆地招揽顾客。

紧跟社会热点
诈骗分子布置骗局

据山东省公安厅刑侦总
队负责人介绍，近几年来，电
信诈骗案件以每年20%-30%的
速度增长。2015年，山东省电信
诈骗案共造成群众损失上亿
元，最高个案案值超过千万元。

“电信诈骗分子现在紧
跟社会热点，不同时期就布
置不同的骗局，高考结束之
后就开始针对考生的助学金
设骗局。”一名基层民警称。

现在电信诈骗分子作案
手段智能化。其利用通信技
术手段，任意显示号码特别
是公检法和银行客服、通信
运营商的电话，以此蒙骗被
害人。在诈骗整个链条中，
犯罪分子分工明确，有的为
诈骗网络平台提供技术服
务，有的拨打电话诱骗当事

人 上 当 ，有 的 负 责 转 取 赃
款，分工明确、组织严密。

根据侦破的相关案件来
看，其作案空间跨度极大。他
们在国内某地甚至中国台
湾 、东 南 亚 等 设 立 诈 骗 窝
点，诈骗对象遍及全国，造
成侦查、抓捕、追赃困难。在
诈骗资金到账的第一时间，
通过网银将赃款层层分解到
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下
级银行账户，迅速组织人员
提现。

24日，公安部刑侦局微信
公众号也发表文章，提醒广大
学生不要被此类诈骗信息蒙
骗。警方提醒，当接到自称教
育、财政等部门工作人员的电
话，要发放“国家助学金”、“返
还义务教育费”、“助学扶助款”
时，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
学校联系，以证实真伪。

同时，文章表示与陌生
人打交道时，要提高警惕，尤
其是涉及财物及个人信息等
重要事项时，更要加以防范，
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
避免受到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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