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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磊

“我就像被洗脑了一样，骗
子说啥就信啥。”金坛居民赵国
华（化名）万分后悔地说。不久
前，他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到金
店购买了价值30万元的黄金邮
寄给骗子。

记者获悉，像赵国华这样的
受害人并非个例，“购买黄金”已
成为我市多发的新型骗局之一，
黄金成了骗子的“理想工具”。

金店来了奇怪的客人

石女士在金坛一家金店工
作。今年 7月底的一天下午 3
时，店里来了一位70多岁的大
爷，张口就要买200克黄金。这
位大爷就是赵国华。

“我问他是送人还是收藏，
是要黄金饰品还是金条，黄金上
写一帆风顺还是花开富贵。他
说都行，但明天就要货。”有着多
年金店销售经验的石女士感觉
有点奇怪，便多问了几句。可赵
大爷十分着急，再三强调第二天
就要货，并“爽快”地交了1000
元订金。赵大爷离开后，石女士
越想越不对，便联系了南京总
部。“和总部沟通后，我们判断大
爷可能遇到了诈骗。”她立刻打
电话给赵大爷，要他来拿订金。

没过多久，石女士从金坛滨
湖派出所教导员花敖庆处得知，
赵大爷后来还是在其他金店购
买了大额黄金，全部寄给了骗
子。

黄金成了骗子眼中
的“理想工具”

据赵国华说，当时他收到一
个装有伪造文件的牛皮纸档案
袋，里面包括所谓的“专项扶贫
资金发放通知书”，称可以领取
300多万元的扶贫资金。这些
文件看似正规，带有官方印章和
编号。

“这些文件是由诈骗分子伪
造的，目的是诱使受害者按照指
示操作，如扫描二维码进入群聊
或联系客服，最终目的是诱导其
转账汇款。在赵大爷这个案例
中，骗子就要求他购买相应的黄
金，然后才能拿到300多万元所
谓的扶贫资金。”花敖庆说。

面对不同受害人，骗子会使
用不同的诈骗方式。今年7月，
市民吕先生在上网时刷到一个
荐股直播间，后加入一个聊天
群。在群里，吕先生每天听导师
讲解股票，又下载了一款淘金
App（投资诈骗软件）。吕先生
按照“客服”的指导以购买金条
寄送的方式充值。起初，他也是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一点，但
看到平台账户上确实立即显示
相应的金额，并且盈利也成功提
现，吕先生便彻底信任了对方，
继续购买40余万元的黄金并邮
寄了出去。可当他打算在平台
提现时，却发现平台要求先缴纳
巨额税金。吕先生这才意识到

不对，报警求助。
孙小姐遇到的是网恋诈骗，

跟着“网恋男友”在诈骗平台上
炒黄金，按照对方要求购买了1
万余元的黄金邮寄过去。平台
很快显示等价的金额，但孙女士
想提现，对方称还需要再购买黄
金才能达到提现额度。孙女士
这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反诈民警提醒，黄金作为高
价值、易携带且易于变现的资
产，成为诈骗分子眼中的“理想
工具”。通过诱导受害人购买黄
金，诈骗分子能够更隐蔽地转移
资金，增加追查难度。

少做一笔生意，可
能挽救一个家庭

“最近这种情况多发，大家
遇到购买大额黄金的，一定要多
问下。”这几天，花敖庆隔三岔五
在群里发布类似的提醒信息。
这个微信群名叫“金店反诈宣传
群”，群成员除了花敖庆，还有滨
湖派出所辖区的20多家金店工
作人员。

“这种购买黄金的骗局，今
年年初就开始发生，我们辖区很
多金店都遇到过。所以我建了
这个反诈微信群，希望店主和工
作人员在做生意的时候多留个
心眼。”对于赵国华被骗，花敖庆
十分遗憾，“根据我们的反诈提
醒，石女士反复劝阻赵大爷，但
他还是在其他店里买了金条，前
后一共花了30万元，都寄给了
骗子，这是个惨痛的教训。”

离赵大爷被骗已经两个多
月，石女士换了一家金店工作，
到了新单位后，她把邮寄黄金这
种新骗局在新同事圈里进行了
普及。花敖庆很高兴，如果每个
金店工作人员都有这个意识，就
能让更多的人免于上当，“你虽
然少做了一笔生意，但可能挽救
了一个家庭。对于每一位成功
阻拦诈骗的金店工作人员，我们
核实后都会给予见义勇为奖
励。”

一些电诈案件模式
开始改变

在新型黄金骗局中，骗子让
受害人购买黄金后，不仅通过邮
寄，还会要求通过当面交付、网
约车、跑腿送货等方式将黄金转
移。“诈骗团伙雇佣了‘马仔’，当
面将这些黄金取走。”我市知名
反诈民警卜雅倩分析，过去的电
诈案件都是“非接触”“不见面”，
但在最近的一些案件中，这种模
式已经悄悄发生变化，“接触和
非接触相结合，线上诈骗后再线
下取钱、取黄金。”

除了购买黄金，在冒充孙子
诈骗老人这类骗局中，犯罪集团
同样也是雇佣“马仔”在线下直
接找到老人把钱取走。“在9月
29日的警营开放日中，很多市民
跟我们咨询过这个问题，对于这
种诈骗，我们同样要求做到不轻
信，有疑问直接拨打110咨询。”
市反诈中心民警秦瑶说。

诈骗手法又翻新！我市已有多人被骗

当心！骗子不要钱改要黄金了

本报讯（张亮 汪磊） 不
少市民天真地以为，只要没钱
就不会被骗，但诈骗分子有很
多手段，即使行骗对象没钱，
他们也能通过各种套路，诱骗
受害人利用贷款软件借款后
再实施诈骗。近日，溧阳市一
市民被诈骗分子以降低支付
宝利率为名，通过网贷平台借
款后被骗。

10月15日，市民小王接
到一个显示为“支付宝客服”
的FaceTime来电，对方称其
支付宝花呗、借呗的利率高于
央行利率，需要完善一些手续
来降低利率，如果不操作的话
将会停用小王的花呗和借呗，
还会影响其征信。小王担心

不能使用这些功能，便同意按
照对方的要求来进行操作。

“客服”首先让小王下载了度
小满、携程、京东等一些可以
借款的App，并让其在这些
App上申请贷款。小王成功
在App上借到了1.7万元，又
按对方指示把这笔钱转到了
自己的银行卡里。

随后“客服”又给小王发
来一个显示为“中国银联”的
网址，让其通过这个网站上传
银行卡信息。然而，小王输入
后就接连收到很多快捷支付
平台绑定其银行卡的验证码
短信。对方又要求一一查验
这些验证码，毫无防备的小王
便将这些验证短信都发送了

过去。随后小王就陆续收到
十几条银行卡被扣款的短信，
直至账户中的金额被扣光，这
时他才意识到被骗。

警方提醒：接到陌生电
话，对所谓的“账户异常需要
处理”“花（借）呗利率（额度）
需要调整”等理由要保持警
惕，尤其要警惕以“不操作会
影响征信”等理由来威胁恐
吓的情况。个人征信记录的
管理是由正规的金融机构和
征信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进
行的，支付宝客服不会以此
为借口要求用户进行资金操
作。若不常使用FaceTime，
请关闭该功能，防止接到诈
骗通话。

没钱也会被骗！一男子背上1.7万元贷款

■本报记者 于远航 本报通
讯员 夏丹 张朝 周朝花 图
文报道

近年来，偷拍事件频发，随
着偷拍设备更新，偷拍这种侵
犯公民隐私的违法行为也愈发
难以被察觉。近期，武进区检
察院办理了多起非法生产、销
售窃照专用器材案，犯罪嫌疑
人将改装后专用于偷拍的手机
对外销售，这些手机在熄屏的
情况下，依然能进行拍摄，隐蔽

性极强，给社会治安、个人隐私
保护带来较大隐患。

今年5月，黄某在网络上
了解到一种特殊的“改装手
机”，这种手机将前置摄像头
改装至手机侧边，与手机应用
结合使用，能够在手机熄屏的
情况下实现隐蔽偷拍，网上有
不少人愿意购买。发现“改装
偷拍专用手机”这一“商机”
后，他便萌生出制作、销售改
装手机的念头。黄某从网上
找来了教学视频学习，很快便
掌握了改装方法。黄某将改

装好的偷拍专用手机成品，通
过二手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2024年4月至6月间，黄某通
过二手交易平台共销售改装
手机29台，销售额67183元。

广东的林某第一次接触
到“偷拍手机”是在今年初，当
时，他怀疑老婆出轨了，一心
想买件偷拍设备来“验证”。
在一个名为“摄像头”的QQ
群聊中，他认识了潘某，以
1000元的价格从对方那儿租
到了改装后可以用来偷拍的
手机。一个月后，林某按时将
手机寄还，并与潘某商量一起
来做这个生意，由潘某提供手
机，他与朋友陈某负责发布广
告、销售。2024年3月至7月
间，潘某、林某和陈某三人共
谋通过电商平台发布改装手
机广告，再通过二手交易平台
或快递等方式销售改装手机
共计10台，获利2.4万余元。
此外，潘某在2022年12月至
2023年11月间，销售改装手
机16部，获利3000元。

目前，武进区检察院已对
黄某、林某等人提起公诉。10
月22日，武进区法院以非法
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分
别判处黄某、林某、潘某等三
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九个月
不等，并处罚金；判处陈某拘
役五个月，并处罚金。

检察官提醒：生产、销售
窃听窃照器材须严格遵守国
家规定，并经有关主管部门批
准。我国刑法已经将非法生
产、销售及使用窃听窃照专用
器材行为纳入打击范畴。生
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构
成犯罪；购买或使用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
同样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近期，武进区检察院办理了多起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

手机经改装，摇身一变成了“偷拍神器”

本案查获的偷拍专用手机，改装后的摄像头藏于红圈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