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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靠靠电电话话忽忽悠悠，，骗骗走走七七人人1166万万
泰安中院审结一起电信诈骗案，两人均获刑6年6个月

近日，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两名海南籍被告
被判处六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办案法官
介绍，目前“升级版”的电信诈骗以400开
头居多，冒充公检法、社保及财税部门，
诈骗手法关键在ATM机操作，以各种理
由忽悠市民操作，甚至用英文界面蒙骗
受害人。

本报记者 赵兴超
通讯员 王凌强 刘帅

初中文化诈骗七起

俩月得手16万

近日，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
一起电信诈骗刑事案件，两名被告人终
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5月份起，初
中文化的海南人陈某某和王某某，在互
联网上发布虚假的“400”咨询热线电
话，冒充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局或劳动
局等单位的从业人员，利用被害人急需
办理异地之间的社会保险转接业务以
及意外获得理财分红等心理，要求输入
所谓的“验证码”进行诈骗。

在2015年5月份到6月份两个月时
间里，两人共成功诈骗七起，骗到了16
万余元。陈某某、王某某发现被害人的
银行卡有钱转出后，立刻安排人员在
ATM机上把钱全部提出，两人五五分
赃。两人交代，从网上买来他人身份证
办理的银行卡，作为收款账户。取钱时，
还故意找别人代取，嘱咐取款人戴帽子
或口罩，就怕东窗事发被认出。

“办理”助学贷款

大学生被钓走四千

在法院审理过的诈骗案件中，电信
诈骗骗术不断升级，同时，银行也频繁
识破冒充公检法、社保及财税等部门的
骗术。这些冒充公职人员的骗术成功几
率较大，有的还忽悠市民在英文界面中
操作。

今年年初，在泰城读大二的学生刘
丽(化名)，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显示来电
号码为北京的固定电话，自称是国家大
学生扶助项目，要给她办理助学贷款补
助。刘丽刚好家庭贫困申请了助学贷
款，激动地没有分辨真假就言听计从。

骗子电话指挥她到最近的ATM机，
插入平时经常用的银行卡，选择英文界
面。对方称，选择英文界面实际上是进
入了项目专用的界面，只需要她操作三

四步，项目就会给她的银行卡内打款。
刘丽根据对方的询问，说出卡里还

有4100多元余额后，被对方要求输入
4099的所谓验证码。她高高兴兴准备离
开时，随手查询了一下余额，发现只剩
不到10块钱。刘丽仔细回想才发现，英
文界面中输入验证码的环节，实际上就
是在转账。

骗术花样变得快

最终落脚ATM转账

“不管对方如何忽悠，最终目的是
诈骗市民转账，一般是通过ATM机自助
操作实现。”办案法官介绍。

法官梳理审理的诈骗案件时发现，
骗子们的套路数不胜数，常见的大多是
退款、退税等核心诱饵，套路包括市民
账户资金有异常变动、购车购房有退
税、航班延误退机票款、网购失败退款、

领取社保医保补贴等。
除了400开头的电话，骗子还利用

软件更改来电号码，显示为本地区号的
号码，周末的诈骗电话比工作日要多。
泰城市民曾经遭遇过冒充公安人员的
0538-110电话，就是之前骗子用过的一
种典型骗术。

“还有的市民在办理异地社保等业
务时，从网络查询到所谓客服，被骗子
钻了漏洞。”法官表示，办理异地业务不
能轻易相信网上查到的“400”等相关客
服电话，要落实清楚后再将银行卡相关
信息提供给对方。特别是在ATM机上操
作时，一定辨明操作的步骤和结果，不
要盲目按照不熟悉的对方的指令随意
操作。

遭遇电信诈骗

第一时间取证报案

目前，公安部电信诈骗止付平台已
逐步运行，是公安机关为打击遏制电信
诈骗而建立的紧急通报阻断、被骗资金
快速止付机制。市民遭遇诈骗后的半小
时，是挽回的黄金时间，应第一时间拨
打110报警，并提供给警方以下关键内
容：1、受害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2、受害
人转出现金的账号及账号开户行；3、转
账的准确金额及准确时间；4、骗子的账
号、账号用户名及账号开户行(银行柜台
及银行客服均可以帮助查询)；5、汇款凭
证或电子凭证截图。

民警表示，受害人提供有效、健全
的报警信息，警方可凭这些信息对嫌疑
人的银行账户紧急止付，尽最大努力保
护受害人被骗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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