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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文文 汪磊
本报通讯员 顾燕

在18岁生日前，小斌（化
名）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外省
一家检察院寄来的“附条件不
起诉”决定书。他曾是一名叛
逆少年，有多次盗窃前科。天
宁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王
鑫与小斌结对，帮扶一年后，小
斌彻底告别过去，开始了新生
活。

王鑫与小斌的故事，是常
州探索“涉案未成年人”结对帮
扶机制的缩影。“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治理，不仅关系千家万户
的幸福安宁，更和社会治安和
谐稳定息息相关。”副市长、市
公安局长于贵平介绍，常州公
安创新“涉案未成年人”结对帮
扶机制，主动化解不确定风险
隐患，真正实现帮扶一人、温暖
一家、安宁一方的目标。两年
来 ，711 名 被 帮 扶 人 员 中 ，
90.9%的人员浪子回头，未再次
违法犯罪，其中205人回归学
校或找到工作。

2022年9月，市公安局精
心谋划，开展首轮100名重点
未成年人结对帮扶，建立“2+
2+N”帮扶团队。第一个“2”为
政法系统机关干部、社区民警，
第二个“2”为社区干部、心理咨
询志愿者。同时，扩充“N”支力

量，即根据实际需要，吸纳教
育、民政、妇联、团委等单位工
作人员。

帮扶团队根据帮扶对象违
法犯罪原因、家庭环境、成长背
景、性格特征，量身定制“一人
一档案”“一人一对策”“一周一
联系”三项帮扶举措，科学制定
帮扶方案。

刚和小斌结对时，王鑫针
对小斌的情况，制定了“三步
走”计划，帮助小斌脱离原来的
圈子，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今年4月，小斌升职了，成为所
在生产线的副班组长。

2023年，市公安局又梳理
出400余名帮扶对象，分批组
织公安机关干部开展结对帮
扶，其他政法单位也加入帮扶
计划，被帮扶对象共计 711
名。“我们建立了线上的工作平
台，推送受帮扶未成年人的基
本情况和罪错动态，实时记录
帮扶现场情况。帮扶工作可记
录、可追溯、可评估。”市公安局
新闻宣传中心主任刘辉说，经
过帮扶教育，表现向好的一些
少年，市公安局积极与教育部
门、爱心企业对接，为帮扶对象
提供教育、工作机会，鼓励他们
回归学校继续完成学业，或者
学一门技能、找一份工作，实现
自食其力。

16岁的小轩（化名）是漕
桥派出所所长沈晓东的帮扶

对象。帮扶之初，沈晓东和社
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密切关注
他的动向，当小轩又一次在外
作案被抓后，立刻联系小轩当
保洁员的父亲。在派出所，沈
晓东拉过小轩父亲粗糙干枯
的双手，让小轩好好摸摸看
看，体会父亲的艰辛。小轩明
显被触动，流下了眼泪。如今
小轩和小斌一样，已经悔过自
新，在上海学习理发手艺。一
次视频聊天时，小轩看到沈晓
东白发又多了，当时挂在了心
里。今年春节放假后，他专门
来到派出所，帮自己的沈叔叔
染头发。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孩子
的祝福，感谢你们的教育引
导。”今年 3 月 8 日，俊俊（化
名）的母亲开心地告诉南大街
派出所教导员翟晓雯，俊俊目
前在学校各方面都向好转
变。翟晓雯是俊俊的“警察妈
妈”，翟晓雯不仅加强沟通联
系，送去学习用品，还带俊俊
参观本地名人故居等，丰富孩
子的精神世界。“帮扶团队除
了完成‘规定动作’，还充分发
挥各自特长，积极创新‘自选
动作’。”

刘辉说，通过加强对思想
引导、教育转化、线索挖掘等工
作经验总结，常州公安正积极
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具有
特色亮点的模式。

常州探索“涉案未成年人”结对帮扶机制——

711名被帮扶人员，九成以上浪子回头

本报讯（记者 汪磊 通讯
员 段羽铭） 看到自己的车几
次被划伤，杨先生只得求助民
警。很快，民警锁定了划车的
张某。张某说出自己划车的动
机时，民警和杨先生大跌眼镜。

“民警同志，我的车停在路
边，也没碍着谁，但三番两次
被划，而且每次就划我这一辆
车。我也没跟人结什么仇
啊！”近日，车主杨先生来到五

星派出所向民警报警，自己的
爱车屡次被划。“为什么就盯
着我的车划呢？”杨先生百思
不得其解。民警立即查看周
边监控，发现几次划车均系一
人所为。

锁定目标后，民警仅用24
小时就将“刮车狂徒”张某抓
获。看到监控里自己划车的身
影，张某很快就交代了犯罪行
为。但他表示并不认识车主杨

先生，也与其没有什么恩怨。
当民警问及划车原因时，

张某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我
在街上闲逛，看见那辆车总停
在路边，正好是我不喜欢的汽
车品牌，就每次经过都划一
下。”得知真相的杨先生很无
语，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车被划，
居然有个这么奇葩的原因。

目前，张某因涉嫌寻衅滋
事罪被刑事拘留。

不喜欢这品牌，划他人车多次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和
家人遇到骗子，请立即拨打

“110”或 市 反 诈 中 心 电 话
“81993450”。同时，希望曾经上
当受骗的市民勇敢站出来，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86633355，
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受骗经
历，帮助他人远离骗局。

芒种到了，农民朋
友也迎来了繁忙的夏
种、夏管时节。市公安
局新北分局的民警们纷
纷来到田间地头，为辛
勤劳作的农民朋友送上
鲜活的反诈课程。

■记者 汪磊 通讯员
李文霞 黄杰 图文报道

田间地头
说反诈

■记者 汪磊 通讯员 秦瑶

上周，兼职刷单类诈骗发案
占总警情的23.9%。市民顾女
士就掉进了刷单陷阱，一共损失
33万元。

重点案例1
女子刷单被骗33万元

6 月 4 日，市民顾女士报
警。她说，前几天，有自称快递
员的陌生人加其微信。通过后，
她就被对方拉进“商家福利”群，
做点赞收藏任务就能领红包。
之后顾女士为了获得长期任务
资格，扫码下载手机应用软件充
值刷单。起初客服给其匹配小
额任务，顾女士拿到回款后相信
了对方，立即参与获利更高的多
人联单任务。结果，平台显示操
作错误无法获取回款，需要转账
完成数据修复单。

顾女士转账后向客服申请
提现。客服称按照流程提现即
可全额回款，但必须充值账户余
额的60%进行对冲,才能彻底修
复数据。顾女士表示自己没有
那么多资金，恳求客服宽待，但
是客服却劝其借钱筹款转账。
顾女士意识到不对劲，立刻报
警，损失33万余元。

民警分析：骗子冒充快递员
以“快递配送”为借口诱骗受害
人添加好友，之后再将其拉入刷
单群；用小额红包利诱受害人下
载诈骗手机应用软件；骗子以

“操作失误”“修复数据”“回流对
冲”为由骗取大额资金。

民警提醒：市民在收到快递
员以货物派送问题为由加微信
时，要提高警惕，并向官方平台
核实。如被拉入商家福利群（刷
单群），请及时退出，不要被蝇头
小利诱导下载手机应用软件垫
资做任务。

其他案例
“百万保障”诈骗又来袭

女子损失惨重

“您微信开通了百万保障，
一年免费期已过，现在开始每月
将自动扣款2000元，您是否继
续开通？”当你听到这里是否迫
不及待想要取消？小心诈骗！
常州的贾女士（化名）不慎上当，
被骗近65万元。

今年1月，贾女士报警称，
她接到“客服”来电，被告知微信
支付中的“百万保障”免费试用
期限已到期，如不按要求解除合
同，每月将自动扣除2000元保
费！为解除自动扣费，贾女士按
照“客服”要求，通过点击对方发
来的链接下载了名为“××会

议”的手机应用软件，开启了屏
幕共享功能并绑定了银行卡。

随后，对方通过屏幕共享窃
取贾女士的银行卡密码，并将其
卡内5万元转走。对方还信誓
旦旦地让贾女士不要担心，称只
要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中，关闭

“百万保障”服务后，扣款会自动
原路退回。然而，没过多久，贾
女士的账户先后被转出 25 万
元、25万元和99999元。贾女士
等了许久，始终不见欠款退回。
意识到上当受骗的她立马报
警，总计损失649999元。

接到报警后，常州警方迅速
展开研判，组织精干警力，赶赴
外省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王某和
乔某抓获。目前，案件还在进一
步审查中。

警方提醒，“百万保障”是指
微信支付账户、支付宝账户因被
他人盗用而导致资金损失，按损
失金额承诺不限次赔付，每年累
计赔付金额最高100万元的安
全保障。骗子主要是利用部分
用户对支付宝、微信“百万保障”
不了解的情况，以用户的“百万
保障”业务快到期，需要缴费续
保或关闭扣费为幌子，诱骗受害
人转账。

警方提醒，接到陌生来电，
无论对方何种理由，只要提到微
信或者支付宝“百万保障”业务
的，都是诈骗；凡是以不关闭微
信“百万保障”业务，会影响个人
征信、按月扣费、影响理赔等为
由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

警情周报
兼职刷单诈骗依然多发

根据警务平台警情库统计，
5月29日至6月5日，电信网络
诈骗警情同比下降28.7%，环比
下降9.3%。从发案类型来看：
网络诈骗占93.3%，电话诈骗占
5.6%，短信诈骗占1.1%。从作
案手段来看：兼职刷单类占
23.9%、虚假博彩类占11.2%、虚
假购物类占10.2%、游戏交易类
占9.6%、机票退改签类占6.1%。

又是“刷单”，
顾女士被骗掉了3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