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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叶 倩 黄海岳

暑假开启后，学生有了更多机
会并长时间接触或使用手机和网
络。骗子也知道这一点，为其“量
身定制”各类骗局。

7 月 20 日，我市召开今年上半
年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宁波公安相关
负责人明确指出，学生已成为电信
网络诈骗高风险受害人群。

早在 7 月初，市反诈中心就发
布过这方面的提醒：免费领游戏皮
肤、买东西抽奖、刷单⋯⋯这些骗
局专“坑”学生，并且经常是一

“坑”一个准。如今暑假过半，但
这一情况依然严峻。

小张同学看中了小红书 APP 上
的精美壁纸，于是加了发布者为好
友，向其索要。一周后，她的这名

“好友”在朋友圈发布抽奖活动，
称 只 要 在 他 那 边 报 名 就 可 以 参
与，限额 5 名。小张查看了他的
发布历史记录，发现活动已经搞
了很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小
张参与了。没多久，对方就与她
私聊，称她是第四个中奖的。奖
品可以折现，但必须在他那边先
购买东西。于是，小张先行支付
了 400 元买了一双鞋，却被告知需
要买两样东西才行。小张又支付
298 元购买了一支口红。这次对方

称自己的账户被冻

结了，需要让她帮忙解冻，按照他
的提示操作就行了。

小张往自己的账户里面充值了
500 元，接着按他的提示操作，成
功把钱“送”到了对方手里。小张
找他要求退款，对方称小张操作有
误，暂时退不了，要晚一点才行。
就这样，“拖”字诀一出，最后就
没下文了⋯⋯

“暑假开启后，各种涉及学生
的诈骗瞬间多了起来。有些骗局很
粗糙，比如这种抽奖返现的，但实
在是因为学生社会阅历浅，一不小
心就中招了。”市反诈中心民警告
诉记者。

7 月 20 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
一组数据，可以从侧面看出这一问
题的严重性：我市目前发案较多的
类型有刷单诈骗 （40.3%）、冒充客
服 诈 骗 （17.7% ）、 投 资 诈 骗

（9.5%）、购物诈骗 （9.4%）、贷款
诈 骗 （6.0%）、 游 戏 交 易 诈 骗

（5.8%）。此 6 类诈骗案件合计占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的 88.7%。

最新一期周统计显示，受害人
以年龄段划分，18 岁及以下的占
比达到了 8.8%，且以非本地户籍
为主，占到 78.9%。

“从具体案件来看，中小学生
被骗的，通常与游戏装备等有关，
还有抽奖返利什么的。而大学生主
要栽在刷单诈骗上，因为大学生通
常有兼职需求，很容易就入‘坑’
了。当然，购物诈骗在特殊时间节
点也很常见。”市反诈中心民警告

诉记者，这几类诈骗手法相

对来说都较为“简单”。现在还出
现一个新特点：以前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主要是冲着成年人去的。但最
近几年随着移动支付的便捷，孩子
的“小金库”也转移到了网上。并
且他们中不少人还知道爸妈的支付
密码，加之社会阅历浅，在骗子眼
里就是“好欺骗”的代名词，自然
而然成为高风险受害人群。

据分析，暑假期间学生上当受
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长的安
全意识不够强，对孩子使用手机
和网络的监管不到位，放任自流
的后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家
长缺乏保护手机支付密码信息的警
惕意识，致使孩子能轻松使用父母
的网银。

目前，教育部门已将反诈纳入
暑期家庭教育和家校沟通内容，以
家长会宣讲、家长群推送等形式，
向学生及家长推荐 《校园反诈宣教
短视频》，通报青少年学生电信网
络诈骗典型案例，普及防诈知识。
同时，引导家长强化手机和网络管
理，加强支付密码信息的保护，教
育、监管孩子科学上网和使用手
机，履行监护人职责。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还建议大
家赶紧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这
是由公安部推出的一款手机防骗
保 护 软 件 ， 防 诈 骗 功 能 十 分 强
大。另外，要重视全国反诈热线
96110。 当 手 机 显 示 96110 来 电
时，那就说明你和家人可能正在
遭遇诈骗或是属于受骗高危人群，
一定要及时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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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暖“挡道”新闻引出的警示

提高孩子自护能力 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8月1日，发生在宁波的最暖“挡道”新闻，让这座文明之城再次在全国“火”了

一把。“白色轿车压实线挡住后方来车救娃”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甚至引来人民日

报、央视、新华社等央媒的关注，总浏览量超亿人次。

网友在为“挡道”驾驶员疯狂点赞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

孩子坐车为什么不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事实上，儿童安全座椅仅仅是暑假期间涉

及孩子交通安全问题的一个方面。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开启

以来，涉及孩子的安全问题多发，希望大家能更多关注暑期孩子的安全。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陆明光 徐莹莹

前不久，在北仑城区中河路与
四明山路路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自
行车闯红灯导致和轿车碰撞的交通
事故。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惊讶地
发现，电动自行车上的 3 人全是孩
子。驾车的是小孙，其他两人是他
同学，3 人相约去商场玩，小孙就
偷偷将爸爸的电动自行车开了出
来。

所幸的是，此次事故中 3 人伤
势并不严重。但经济损失就不小
了，根据交警部门认定，小孙要承
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由于轿车车损
较为严重，小孙的监护人还要按责
任比例承担车辆的维修费用及另外
两个孩子的医疗费。

“进入暑期，与孩子相关的交
通事故频频发生。这背后有着众多
的因素，但孩子空、家长忙，是导
致监管缺位一个重要原因。”宁波
交警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
梳理了其中一部分事故案例，由此
可见其“频率”：7 月 11 日，未满
16 周岁的葛某骑电动自行车，在
象山县皇城大道自北往南行驶至铜
瓦门路口时，为捡起掉落的衣服，
在折返时不幸与小车发生碰撞；7
月 22 日，在宁海县檀树路，一名
10 岁孩子突然猛跑过马路，不幸
被汽车撞倒；8 月 3 日晚上，在镇
海区庄市街道天圣路与思源路附
近，一名 5 岁男童在跟随家长散步

时，突然向马路中间跑去。家长发
现时已来不及阻止，随后男童与一
辆行驶中的小车发生碰撞⋯⋯

宁波交警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暑期涉及孩子的交通事故多
发，主要有三类：乘车风险。典型
的就是超员问题，以及将儿童单独
留在车内，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孩子头和手伸出车外等危险行为。
骑车问题。12 周岁以上未成年人
独立意识增强，经常会和小伙伴们
结伴外出游玩，甚至骑较易驾驶的
电动自行车上路，而路况千变万
化，孩子应对能力欠缺，极易酿成
交通事故。“鬼探头”式事故。就
是当你在路上行驶时，突然从路边
蹿出非机动车或行人，司机避让不
及，造成车损人亡的惨剧。而“突
然蹿出”的多为孩子。

“儿童是一个特殊的交通参与
群体，由于年龄小、交通安全意识
和自我防护能力薄弱，很容易置身
于危险境地。因此，家长需要通过
正确的示范，帮助他们掌握安全过
马路这项技能。”交警说。

首先，家长要教会孩子这些
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或过街天
桥，禁止在马路上打闹、嬉戏和
追逐；过马路时切记不可横冲直
撞或突然折返，也不要当“低头
族”。骑自行车必须年满 12 周岁，
驾 驶 电 动 自 行 车 必 须 年 满 16 周
岁；骑行要在非机动车道或靠右侧
路边行驶，不逆行，不并肩骑行；
要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内侧区域。

远离车辆
盲 区 ， 不
在车辆附近
玩 耍 、 躲 藏 ；
不 在 道 路 上 使
用滑板、旱冰鞋
等滑行工具；车辆
在 行 进 的 过 程 中 ，
不嬉戏打闹，不将身
体伸出车窗，以免发生
危险。

其次，家长自己要做
到的事：不要将孩子单独留
在 车 内 。 由 于 夏 季 温 度 高 、
车辆空间狭小且密闭，容易对
孩子造成伤害。家长要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做到不超
速、不超员、不酒驾、上车系好安
全带，成为孩子的好榜样。乘车时
应让孩子使用安全座椅，不能怀抱
孩子或让孩子坐在副驾驶座。

暑期涉及孩子的交通事故多发暑期涉及孩子的交通事故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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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月，孩子走失的警情
明显增多。以鄞州公安的警情为
例，7 月 5 日至 8 月 4 日，共接报涉
及孩子的走失警情 139 起。需要引
起重视的是，不少走失的孩子无法
说出家长联系方式等有助于“回
家”的信息。对此，公安部门提醒
广大家长，孩子的安全教育一定要
到位。

“我 4 岁的儿子找不到，求求
你们帮我找找吧⋯⋯”8 月 4 日上
午，鄞州公安分局邱隘派出所接
到 一 位 孩 子 妈 妈 打 来 的 求 助 电
话。电话那头，嘶哑的低泣声令人
心头一紧。

原来，当天她独自带着尚在襁
褓中的二宝和 4 岁的大儿子前往邱
隘卫生院打疫苗。一个人实在顾不
过来，于是她让大儿子先在一楼等
待，自己带着二宝上楼就诊。谁知
没到 5 分钟，大宝就不见了，妈妈
怎么也找不到孩子。

接到求助后，民警立即带人赶
去现场帮忙找人。经过搜寻，他
们终于在医院的二楼找到
了大宝。原来，小
男孩在一楼独
自玩了一

会儿后，发现妈妈始终没出现，便
上二楼去找。辅警找到他时，他正
躲在二楼的角落号啕大哭。

同样是邱隘派出所，7 月 26 日
上午接到了一起孩子走失的警情：

“警察同志，我儿子丢啦，快帮我
找找啊！”翟先生来到邱隘派出所
报警，称发现 7 岁的孩子沉迷网络
游戏，还花了不少钱充值，一时气
愤便训斥了他。哪知道默不吭声的
孩子一溜烟就跑没影儿了。

民警根据翟先生提供的照片和
姓名展开搜寻。30 分钟后，终于
锁定了孩子的位置，他竟然已经走
到了 8 公里外的一个村子里。民警
立即前往现场将孩子带回。

“根据我们统计，7 月 5 日至 8
月 4 日，分局共接报涉及孩子走失
警 情 139 起 ， 其 中 城 区 走 失 93
起，农村走失 46 起。小学阶段的
孩子走失占比 50%以上。”鄞州公
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说，一个月发生
这么多起孩子走失警情，值得家长
引起高度重视。

“孩子走失这类警情现在日益

增多，除了家长监管不力外，还与
一些客观因素有关。”民警说，梳
理最近的报警案例，发现有一些共
同点：大多数走失的孩子是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与父母忙于工作、疏
于监管有很大的关系；走失的孩子
中小学阶段的居多，因为这个年龄
段的孩子有一定的独立意识，但年
龄偏小的不一定有独自回家的能
力；孩子走失时间集中在下午和傍
晚时段，地点多在广场、公园、小
区周边等人群集聚的地方，且绝大
多数没有佩戴儿童智能手表。

除了这些基本特点外，最令救
援人员揪心的是，不少走失的孩子
被发现后，无法说出有用的身份信
息，使得他们的回家之路变得困难
重重。民警表示，家长平时要加强
对孩子防走失教育，最为简单的方
法就是让孩子能够报出家长的姓名
与电话号码。如果能给孩子随身携
带“联系卡”或者配备儿童智能手表
就更好了。此外，家长一定要教会孩
子辨认制服，比如民警、保安这类
的，遇到问题时可向他们求助。

暑 期 儿 童 走 失 警 情 频 发暑 期 儿 童 走 失 警 情 频 发

◀鄞州民警找回
因各种原因走失
的孩子。

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北仑3个13岁男孩同乘一辆
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被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