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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汪磊 通讯员 秦瑶

发案多、套路多变、金额大、最
易上当，关于刷单诈骗的套路、
话术，警方已经无数次发出提醒
和预警。但是每天仍有人因为
刷单被骗，在《反诈周报》中，刷
单诈骗也是常年霸占每周警情
的榜首。购物刷好评、短视频点
赞、加关注领红包、主播打榜返佣
金……这些都是刷单的常用话
术、套路。不仅如此，刷单诈骗的
话术还在不断变化中，上周我市
一位受害人，在一款App上完成

“为新能源汽车推广数据”任务来
赚佣金。

“她开始赚了几百元，最后却
给喊跑腿，给骗子送去了十万元
现金。在这起案例中，骗子盯上
了新能源汽车，拿这个来当幌子
和话术。”反诈中心民警提醒。

重点案例1
女子陷入刷单陷阱

被骗10万余元

2024年 12月28日，市民刘
女士报警。她收到“京东E卡”快
递信件，扫码添加客服可领小额
红包和免费礼品。刘女士在填写
地址信息后成功收到了一箱酸
奶，便相信了对方。随后在对方
的引导下安装App，并在该App
上完成“为新能源汽车推广数据”
任务赚佣金。

该任务需自己垫资充值，刘
女士期间获得返利几百元，为了
获取更多佣金，被骗子以“线下
支付最快最稳定”为由寄送现
金。当刘女士提现时，对方称她
操作错误，需要充值大额资金解
冻。刘女士再次喊跑腿送现金，
回到平台再次尝试提现，结果发
现还是失败。刘女士才意识到
不对，遂报警，共计损失10万余
元。

反诈中心民警介绍，骗子寄
送诈骗快递信件，以“好礼免费
领”吸引受害人扫码进群或下载
App完成指定垫资任务；变换由
头以“为新能源汽车做数据”为任
务，继而“操作失误”“账户异常”
为由逐步诱导大额充值。以“线
下支付最快最稳定”为由引导受
害人将现金寄送给陌生人。

警方提醒提醒市民，拒绝小
利诱惑，收到“扫码领礼品”的快
递信件，不要扫码提供个人信息，
垫资做数据送礼品的都是诈骗。
如果遇到要求使用快递、网约车
线下托运现金（黄金）的，要立即
拒绝并报警。

重点案例2
你还在跟着网络炒

股导师赚钱吗？骗局！

炒股想挣钱？导师有门
路！以为要一夜暴富了？结果
上当受骗！方女士非常热爱炒
股，某天在家浏览网页时，其看
到一篇分析股票的文章，一时好
奇便点进去看了看。看完没过

多久，方女士就接到了一个陌生
电话，对方称自己是“苏老师”，
刚刚方女士浏览的那篇文章就
是他写的，同时还表示可以带方
女士一起炒股。心动的方女士
随即添加了“苏老师”为好友，然
后“苏老师”就给方女士分享了
很多股票信息，并开展了一些专
题讲课。

开始的一段时间，方女士确
实是在做股票，可过了一段时间，

“苏老师”表示现在股票不太好
做，国家现在的风向是彩票，说完
便推荐给方女士一个网址，并让
其进入网页下载一款名为“艾×
速”的App。下载成功后，“苏老
师”称会提前告诉方女士买什么
号码赚钱，但是需要先给账户充
值，有了钱才能买号。信以为真
的方女士便给对方指定的2个账
户，分别转账40000元和52500
元。

成功转账后，方女士的账户
上确实出现了这么多钱，然后就
跟着“苏老师”给的号码买，结果
真的赢了钱。可当方女士准备提
现时，“苏老师”却说提现的话要
有足够的流水，还要提交申请，足
够的流水意思就是还要再往里面
继续转钱，方女士这才感到自己
被骗了，遂报警。

警方提醒：不要轻信网络上
所谓的投资专家、导师，更不要相
信陌生人发来的“盈利图”；投资
理财请选择正规银行、证券公司
等官方机构，所谓的高额回报、系
统漏洞、内幕消息等都是诈骗分
子的谎言，世上没有稳赚不赔的
投资方式！

警情周报
兼职刷单类案件高发

根据警务平台警情库统计，
去年12月25日至今年1月1日，
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同比上升
15.9%，环比上升18.3%。从发案
类型来看：网络诈骗占92.2%，电
话诈骗占 6.4%，短信诈骗占
1.4%。从作案手段来看：兼职刷
单类占 17.2%、虚假购物类占
14.2%、冒充客服注销会员类占
9.4%、虚假博彩类占8.6%、网络贷
款类占8.2%、其他诈骗类占7.7%。

女子中招喊跑腿给骗子送了十万元现金

刷单诈骗用“新能源汽车”当话术

■记者 汪磊

年关将至，企业资金流动
频繁、复杂，不法分子将黑手
伸向企业。金坛公安分局儒
林派出所，成功拦截企业被骗
资金66万元，全力保护企业
财产安全。

近日，一名企业客户以
“助力提升贷款额度”为由，让
辖区企业负责人帮忙走账66
万元。期间，该企业负责人添
加了“微众银行”客服经理微
信号，并在他的指导下成功开
通账户。对方承诺如通过第

三方链接还款，前三期免息。
为获取信任，不法分子将虚假
的“贷款办理截图”发送给企
业负责人阅览。企业负责人
为了帮助朋友，准备转出款
项，但看到刚刚反诈宣传留下
的宣传单，还是通过微信电话
联系了社区民警。

“你不要着急，我马上过
来。”社区民警迅速行动，赶到该
企业后拨打微众银行官方电话
核查鉴定“微众银行客服经理”
是假冒的，另外贷款免息也是
假，第三方链接还款也是假。在
民警的及时处置下，成功拦截将
要被转出去的66万元。

警方提醒：无论在聊天软
件上收到哪个“老板”、“客
户”、“投资人”的指令，凡是涉
及到钱款转账的，务必电话或
者当面核实；贷款办理截图也
可以PS也可以是虚假的，务
必在公司账户上确认清楚；

“企业微信”客服也可能是骗
子，一定要注意核实对方企业
认证情况。如遇到疑似电信
网络诈骗时，要及时拨打反诈
专线96110进行咨询；如发现
受骗，请完整保存相关资料，
尽快报警并联系汇款银行，及
时取消汇款或冻结有关款项，
将损失减少到最低。

警方拦截66万元企业被骗资金

本报讯（记者 汪磊）夜
幕低垂，一道孤独的身影向着
薛家高速收费站慢慢踱来，他
眼神迷茫，不知所措地望着身
旁呼啸而过的车辆。工作人
员封骏见状赶忙将其拦下，

“老先生，您要去哪？前面就
是高速公路，您不能再继续往
前走了……”

去年 12 月底的一天傍
晚，薛家派出所警铃响起，得
知有老人迷路后，民警迅速赶
至现场，见到瑟缩不安的老
人，赶忙上前安抚询问。原
来，老人患有记忆退化，当天
下午独自出门，不慎迷失了方
向，在焦急与无助中意外走到
了高速收费站，幸好在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成功报警求助。

由于老人记忆模糊，在民
警询问他是否记得所住小区，
或家属联系电话时，他始终一
脸迷茫。民警先搀扶老人上
警车取暖，随后通过警务平台

成功联系上老人的儿子秦先
生（化姓）。接到民警电话的
秦先生显得尤为激动，其称父
亲平日里就有些健忘，下午父
亲独自出门后便失去了联系，
他已寻找多时，正急得团团转
呢。

接警大厅里，匆匆赶来的
秦先生看见父亲安然无恙，急

忙上前搀扶住老人，并对着民
警连声道谢。“今天多亏有你
们，我在知道父亲走丢后，已经
急得慌了神了，直到接到你们
的电话，我的心这才定下来，太
感谢你们了。”秦先生不断地表
达着真挚的感激之情，同时表
示以后会加强对父亲的照护，
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迷路老人欲上高速，民警帮他和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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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汪磊）“你
们可以带我去找妈妈吗？”8
岁小男孩不慎迷路，打父母电
话无人接听，他淡定向警察求
助，展现了一场“教科书”式的
自救能力。

当天，钟楼公安分局永红
派出所接到热心群众报警，称
有个男孩走丢了。民警接报
后立即赶至现场。原来，男孩
去上足球课，舅妈去接他回
家。舅妈以为男孩有钥匙，就
把他放在家门口。小男孩等
妈妈等着急了，就自己出来乱

走，很快就找不到回家的路。
路过一家小卖部，他向店家求
助，让对方帮助联系妈妈。“我
妈妈不接电话，她可能有点
忙。”8岁的小家伙，又让店家
帮助联系了民警。

见到民警时，小男孩懂事
地说明情况，“能不能带我去
找妈妈？我知道她工作的地
方。”民警便在男孩的指引下，
开车寻找其母亲的工作地点，
一路上小家伙很是紧张，一边
抽泣一边告诉自己，“妈妈告
诉我，遇到事情要冷静！”民警

察觉到了孩子的不安，温柔
安慰并贴心递上纸巾，最终
在小家伙的指引下顺利来到
目的地。

孩子一见到妈妈就哭
了起来，母亲庄女士忍不住
笑了，“他从小就有点怕警
察，没想到遇到困难还主动
向你们求助。”民警夸赞了
孩子的沉着冷静，家长也连
连道谢。

警方提醒：家长应该从
小教育孩子遇事沉着冷静，
有困难应向警察求助。

小男孩迷路，冷静报警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