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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上午，周女士查询时发现，并没有收
到“陈老师”约定退还的押金。当她再次去拨打其电
话时，再也拨不通了。她越想越觉得可疑，于是就试
探性地拨打了儿子的手机号码，没想到，电话轻易就
接通了。

“我儿子完全不知道这回事，手机一直好好的，
也没通过什么同学给我发过短信。”周女士说，这时
她才相信彻底落入了骗子的圈套，赶紧报了警。这
么算下来，在这场骗局里周女士被诓去了1.8万元。

昨天，记者看到了周女士收到的那条短信，令人
啼笑皆非的是，短信里提及的大学其实是“哈福大
学”。奉化警方称，这一骗局近日竟呈高发态势——
一周时间里，接连发生了3起，其作案手法如出一
辙，另外两名受害人也损失不小。

“这个骗局是老套路了，甚至可以说是很拙劣、
很老土的圈套，很容易识破。”办案民警说，以往都是
谎称家人得了急病、出了车祸需要医药费，现在“升
级”了，谎称进修培训，还扯上了国际名校的旗号，没
想到还真有家长“着了道”。

警方表示，对以上案件正在调查中。同时，提醒
广大市民，碰到此类事，先不要急着汇钱，最关键的
应该是确认身份。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应伟健 邬慈云

儿子手机根本没坏
糊涂妈妈前后被骗1.8万元

“儿子”要读“哈福大学”课程

母亲轻信短信
被诓1.8万元学费

“儿子”发来短信，让母亲往某账号内打款，缴纳学费。母亲信以为
真，结果，1.8万元就这样打了水漂。昨天，记者从奉化警方获悉，一周
内已发生三起类似骗局，请广大市民对此引起警惕，切莫上当。

奉化区市民周女士，是受骗人之一。据她
回忆，11月13日上午，她收到了一条陌生号
码发来的短信。短信是以她儿子的口吻发过来
的，说他的手机掉水里了，没法开机，当时正
在上课，不方便打电话，所以是借用同学的手
机发的短信。

“我儿子就在宁波读书，他在短信里说美国
哈佛大学的老师在学校里授课，需要交纳学费
2800元，还发来教务处陈老师的电话，让我和
他联系。”周女士说，她并没有想太多，觉得儿
子如此好学是好事，应该支持。她先打了该条
短信的电话号码，无人接听，于是就拨打了

“陈老师”的电话。

这个电话很快接通了，“陈老师”肯定地
说，学校和哈佛大学有教学合作，这次课程培
训完之后，可以拿到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因
为名额有限，许多同学都报了名，如果周女士
有意向帮儿子交学费，截止时间是当天中午12
时。

周女士听了对方天花乱坠的一番介绍，也
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就答应缴费，并通过网银
将2800元钱转给了对方提供的账号。可没多
久，“陈老师”的电话又打过来了，说周女士
的儿子一共报了三门功课，周女士只交了一门
功课的钱，还应该补交另外两门共5600元学
费。

“儿子”称手机坏了，借了同学电话发短信要学费

此时，周女士仍未觉得有何不妥，再次通
过网银转账5600元钱。没想到，“陈老师”过
了一会又打来电话，说还要缴纳4800元的押
金。这下，周女士有点纳闷了，心想要钱为何
不一次说清楚，于是就打电话给儿子“同学”
的号码。

这一次，电话号码接通了。“同学”说，周
女士的儿子走开了，不在他身边。他也报了

名，费用已经交好了，而且班里的同学都很珍
惜这次机会。周女士听了后，想了想，还是给
对方账户又转过去4800元钱。

然而，陈老师在接下来的电话里称，没有
收到这笔钱，称可能是网银系统的问题，让周
女士再向另一个帐号转账4800元，并表示之前
支付的4800元到晚上会退还给她。周女士再一
次相信了对方的话，转账4800元。

“老师”不停要她交钱，周女士终于感觉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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