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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开，春风拂面，踏青的人越来越多，空
中色彩斑斓的各类风筝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然而，随着放风筝人数的不断增加，引发的
安全事故也随之上升。这一根根纤细的风筝线，
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却可能成为伤人利器。警
方提醒，市民在享受放风筝欢乐的同时，也要注
意预防安全隐患。

上月中旬，家住鄞州姜山的市民小林在骑车
经过一个公园的时候，突然，他觉得脖子好像被
什么东西勒了一下，隐隐有些痛。他伸手摸了一
下，没发现脖子有啥异样，便不以为意，继续往前
蹬着脚踏车。这下不得了，一阵火辣辣的痛感一
下子袭来，痛得小林连人带车翻倒在地。

周边群众上来帮忙时，才发现小林脖子上有
一道细长的伤口，正往外渗着鲜血，便赶紧向正
在附近巡逻的民警求助。经调查，小林脖子上的
伤口是被一条细线割破的，而这条细线来自于挂
在路边一棵树上的风筝。万幸的是，小林的伤口
不深，没有伤及性命。

更吓人的是，去年5月初，家住鄞州下应街
道的顾女士正在家中厨房准备晚餐，突然头顶飞
来一个不明物，将她重重地撞倒在地。等她爬起
来才发现，地面上竟然出现一条巨大的“蜈蚣”。
顾女士连忙出门寻找罪魁祸首，一圈下来没找
着，无奈向鄞州下应派出所报了警。

民警通过调查发现，原来是小区里的两个孩
子趁着家里没人，拿着“蜈蚣”形状的风筝在小区
里玩。不受控制的风筝在半空盘旋了一阵就往
下坠落，刚好一头扎进了顾女士家开着的厨房窗
户。孩子们因为怕被家长骂，就一溜烟逃跑了。
最终民警找到了孩子的家长，家长向顾女士道了
歉并给予200元赔偿金。

警方为此提醒，儿童放风筝时要有大人监
护，防止出现风大拖拉儿童等情况的发生。同时
最好选择小风筝，使用棉质风筝线。在放风筝的
时候，如果风筝挂在了树上无法取下，请不要一
走了之，最好剪断风筝线，避免悬浮的风筝线绷
紧后伤及路人。千万要注意的是，放风筝时一定
要远离电力线路，万一不小心风筝缠到高压线
上，千万不要随意攀爬电线杆去取，更不能硬扯，
应及时拨打供电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除此之外，在放风筝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放大风筝时，最好戴上手套，遇到大风或

风筝被缠，及早放手，以免风筝线缠绕，让手指受
伤；

2、最好选择颜色醒目的风筝线，或是在风筝
线上系上标志物，看见附近有人在放风筝时，骑
车人最好放慢车速，以免被风筝线划伤；

3、如果风筝在放飞过程中拉力增大时，要注
意及时沿顺风走去收线，如果风筝在空中相互缠
绕，最好剪断风筝线，让风筝自然落下来，切忌使
用蛮力；

4、放风筝期间要注意周边环境安全，要多看
路、草坪等，防止因过于入神而跌倒；

5、收回风筝时，要慢慢收线，收线要尽量远
离有高大树木的地方，以免风筝坠落挂在树上。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邱琼 黄一娇 康巍巍 任瑜帆

又一波新型诈骗袭来
警方给出防骗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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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各地接连出现一些新型通讯（网络）
诈骗案件，骗子的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稍有不慎就
可能中招。警方为此整理了近期多发的新型诈骗
案例，揭露骗子惯用伎俩，希望这篇“防骗秘笈”能
助大家练就火眼金睛，识破骗局。

冒充快递小哥骗走上万元

4月7日，家住邱隘镇的小张接到号码为177
开头的电话，对方自称是申通快递员工，说小张
的包裹已经丢失，将退款给小张补偿。恰好，小
张刚在网上购买的一件商品迟迟未到，便相信了
这个“快递小哥”。对方随即表示要小张配合走
退款流程，而这个“流程”就是开通支付宝平台上
的“蚂蚁花呗”服务。

小张按对方要求开通“蚂蚁花呗”后，顺利拿到
了15000元（实际为小张利用自己名义通过“蚂蚁
花呗”借款15000元）。“快递小哥”又告知小张，说公
司因为“操作失误”，多打了14300元到小张的支付

宝账户，要求小张返还。小张也没有多想，将“多出
来的14300元”通过支付宝转账转给了这位“快递
小哥”。事后，小张才发现自己被骗钱。

警方提醒：蚂蚁花呗是支付宝旗下的借贷平
台，并不具备钱款交易的功能，这15000元是小张向
支付宝“借”的钱，而小张遇到的“快递小哥”“退款流
程”等也是骗子为实施诈骗而设置的圈套。警方提
醒广大市民接到此类电话后千万不要随意汇款，要
先与当地快递公司进行核实，或者通过盘问对方细
节问题来确定情况是否属实。

“违章罚款”是骗局，小心背后藏猫腻

“浙BXXXX车主，你的车辆于市区闯红灯，
扣6分，罚款200元。电子拍摄记录已上传，违章
查询https：//6du.in/4Hq6F(市交警一大队)”，
近日，市民吴先生收到了这样一条“违章”短信，
没多想就点开了链接，结果掉进了陷阱。

吴先生说因为担心违章，一心急就点了链接，
随后弹出一个APP下载页面，这时手机内置拦截
功能提醒可能是病毒插件，但等他看到提醒想卸
载该软件时，却为时已晚。“软件无法卸载，手机也
死机了，赶紧去刷了机。”结果这一切还是于事无
补，就在当天夜里，他就收到信息显示别人要用他
的百度钱包消费1000元，好在因为刷机，对方并
未获得消费密码。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天吴先生
就冻结了所有绑定手机快捷支付的银行卡。

警方分析，这类诈骗一般是先通过网购个人
信息等手段，窃取受害人的车牌号以及绑定车辆
信息的手机号码，随后假冒交警部门，向受害人发
布“违章提醒”短信，并在短信后缀添加所谓可查
看违章图片的链接，当受害者按照提示点击安装
后，木马病毒软件就开始侵入手机进行黑客行
为。

警方提醒：正规的交通违法告知短信，都是
交警部门通过统一的短信平台发送，不会通过手
机私人号码发出。短信内容会显示具体的违章
路段，不会用三言两语概括，更不会附加软件下
载链接。对此类电信诈骗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
不要轻易点击陌生号码、不确定号码发来的短信
链接。

借贷产品设骗局，卡上没钱仍被骗

小马看网络直播时经常购买虚拟货币打赏
女主播，前几天在屏幕上弹出低价销售钻石币的
广告，于是小马加了对方QQ，让对方远程控制了
自己的电脑。之后，对方打开了小马的支付宝，
并让其登录。

小马虽觉得不安全但还是照做了，因为他的支
付宝里没有钱，所以一点也不担心。但是，该“技术
人员”一番操作后，小马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提示
短信，称他的支付宝里将产生6500元的消费！

更令人不解的是，电脑上还弹出了一个要求
输入验证码的小窗口，而那位“技术人员”也在不

遗余力地催促小马输入验证码。此时，小马有点
怀疑对方的动机，但一想到自己卡里没钱，悬起
的心就又放下了，并按对方的要求输入了短信里
的验证码。

然而，就是这一念之差，让小马落入了圈套，
因为他输完验证码不久，就收到了短信，显示其
通过某借贷产品消费了6500元钱。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
陌生人远程操控自己的电脑。另外，“验证码”几
乎是保卫财产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无论如何都不
能告诉别人，或不明就里地按照他人要求输入。

ATM机延迟转账功能已实施，而利用这个
新规的骗局也已出现。前段时间，市民张先生称
其接到电话，说有人冒用他的身份证在湖北省办
了医保卡，同时消费了1万8千元。张某说当时
自己很害怕，对方就将电话转给“上海公安局办
案人员”，这个“办案人员”表示张某在上海有一
张招商银行卡，并涉嫌洗黑钱、贩毒等罪名。

为了证明清白，张某说出了自身的银行卡及
金额等信息。对方要求其到ATM机将现金取
出，同时让张某再在ATM机上操作了一下，问其
是否卡已被冻结。张某发现，卡确实是被冻结
了，于是对对方说的话深信不疑。此后，骗子要

求其以无卡存款形式将1万元钱转到对方所说的
账户，然后再帮他解冻。张某十分配合，等到发
现不对劲时，为时已晚。

警方提醒：骗子正是在知道对方卡号的情况
下，在ATM机上操作使其冻结，也正是利用了这
一漏洞实施诈骗。广大市民请务必牢记：目前所
有银行ATM 无卡存款都是实时到账的，成功规
避了ATM转账延时24小时到账新规。

对此，民警提醒各市民群众，不要用ATM现
金存款功能给陌生人存款，该功能是为客户自己
存自己账户提供24小时的服务功能，不是用来方
便诈骗分子的。 记者 张贻富

转账改无卡存款，当心新骗局

又到风筝放飞时
莫让风筝成“利器”

沈欣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