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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加微信是套路
各类交友平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现在很多人喜欢通过“附近的人”“摇一

摇”以及各类婚恋交友网站来结交朋友，殊不知却被骗子盯上，一步一步走进他
们编织好的陷阱里。

市民张女士是单身，一直在婚恋网站上寻找结婚对象。几个月前，她在网
上结识钱某，加微信聊了一段时间后，她被钱某“高富帅”的气质折服，对其身份
更是深信不疑。钱某时不时的向张女士透露自己在某平台上的收益，张女士觉
得对方真的是“日赚斗金”。

张女士说，自己手上还有点闲散资金，钱某当即表示可以帮张女士赚钱。有
点心动的张女士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转了5000元给钱某，要求钱某帮其理财。

不出数日，钱某转了近1000元分红给张女士（当然，此刻张女士并未收回
自己的本金）。张女士看到收益颇多，先后又转账近5万元给钱某，但她再也未
见收益。找钱某要求退还本金时，钱某却告诉她需要继续追加本金才能退还。
张女士方知被骗，赶紧报警。

据办案民警介绍，在网络婚姻交友诈骗中，犯罪嫌疑人利用QQ、微信等社
交软件或各种征婚交友平台，伪装成“高富帅”或“白富美”等身份，添加好友骗
取被害人的信任和感情后，随即以资金紧张、本人或家人有难、拉拢“投资理财”
等各种理由，分次逐步骗取被害人财产。

警方提醒：网恋需谨慎，面对高额收益的投资更要谨慎！特别是正在使用
各类征婚平台或社交软件寻求幸福的未婚人士，在没有全面深入了解对方的情
况下，不要轻信对方的言语，更不要轻易给尚不熟悉的“恋人”汇款、赠送贵重物
品。对此类事件，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绑架诈骗目标“家庭化”
近日，市民马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显示是其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电

话中传来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对方威胁说她儿子在自己手上，如果马女士不
汇款2万元就撕票。电话里依稀能听到一个男孩的哭声和求救声，声音很像马
女士的儿子。

马女士慌了神，立马按要求汇了2万元到对方的账户上。汇完钱后，马女
士回拨儿子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感觉情况不对的马女士立刻报了警。反诈
中心立刻将涉案账户冻结，保住了马女士被骗的资金。然而当民警联系上马女
士的儿子后却得知，在马女士被骗前，她的儿子已落入了骗子的圈套，被骗了
5000元“律师费”。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是近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网络诈骗案，瞄准的是学生家
庭，犯罪分子先是打电话吓唬涉世未深的学生，称其涉嫌某大案，要缴纳一笔

“律师费”证明自己的清白，以协助警方破案。随后，犯罪分子通过改号软件，伪
装该学生的电话号码联系家长，以绑架要赎金为由诈骗。在通话过程中，播放
孩子的哭声，让家长惊骇无比。与此同时，该学生被团伙的其他骗子纠缠，即便
家长汇款前打电话给孩子，孩子也接不到父母的电话。

警方提醒：市民如果接到此类电话，要第一时间确定孩子位置，最快的办法
就是给学校的老师或者孩子的同学朋友打电话。此外，无论绑架案是真是假，
都要第一时间报警，这才是防骗和解救孩子的杀手锏。

真网购遇上假退货
今年3月，市民刘女士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还没到货就接到“客服”的电

话，说她的衣服有问题，需要退换。与刘女士核对身份信息正确无误后，对方发
来一个微信号，并表示微信号是公司财务专用的，刘女士可以通过微信直接联
系财务人员办理退换事宜。

信以为真的刘女士赶紧加了微信，为拿到退款，还按照对方要求通过蚂蚁
借呗转了14000元钱给对方，但对方却没有按原先的说法把钱还给刘女士。意
识到自己被骗后，刘女士立即报警。

民警查看这家店铺评论区发现，已有多人上当受骗。该店家确实在平台上
卖衣服，但幕后还藏着一个诈骗团伙，专门负责通知买家随后退货，骗取买家钱
财。

警方提醒：尽管这类利用淘宝退款进行诈骗的案件是老套路，但诈骗团伙
换着花样来进行诈骗，让大家防不胜防。这类案件是利用受害人对互联网业务
不熟悉而进行诈骗，其实网络退款是不需要向对方进行转账的。

套路升级！
这些新型诈骗
得小心应对

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我们该如何防范？本期《警周刊》针对近来频
发的新型诈骗案例发出警示：广大市民只要擦亮双眼，时刻保持警惕心理，凡
事长个心眼，灵活应对，就可以降低被骗风险。

交笔学费就能上清华
3月28日，毛先生的妻子收到一则在外地上学女儿的短信，

称自己报上了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和金融管理专业的一个班，需
要学费49800元，并给了学校一个“刘主任”的电话。收到短信
的毛先生夫妻十分惊喜，立马联系了“刘主任”。简单核实了身
份情况后，“刘主任”称这次招生名额有限，需要马上交学费，不
然就报不上了。

听到该情况后，毛先生立马给对方提供的账号里打了
49800元。没多久，“刘主任”又来了电话，说还要报两门课，需
要再转49800元。这时，从兴奋中冷静下来的毛先生发现不对，
电话联系了女儿，发现被骗。

警方提醒：家长在接到交学费、培训费的短信或留言时，最
好先打电话与孩子确认一下，切勿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里的“好
消息”，更不要在未核实的情况下随意向陌生账户转账。同时，
要注意识别骗子的诈骗伎俩，不要轻信“低分高录”以及“特殊关
系”等谎言，勿信招生中介或个人的招生承诺。

男子心急去网贷反被骗
今年3月，市民朱先生因故急需资金，想从网上办理贷款用

于周转，正巧其在手机上浏览新闻时发现有办理贷款的信息，便
登录网站浏览相关信息，按照网站指示填写了个人信息。

不久，朱先生接到贷款客服电话，并按对方提醒下载APP,
申请了贷款6万元。第二天，朱先生发现APP上显示贷款审批
成功可提现，就按照贷款专员要求陆续转了4800元手续费，但
贷款资金仍未到账。客服解释说，账户号码填写错误导致后台
操作失败，朱先生要再次转账4800元。

又转了4800元，可贷款资金仍未到账。客服称银行怀疑朱
先生的还款能力，需要其再次转账证明其有还款能力。尽管对
此有所怀疑，但急需用钱的朱先生再次将2018元分两次通过二
维码支付给对方。

警方提醒：市民切勿轻信网络或者自媒体上发布的贷款信
息，凡以中介费、手续费、返点费等各种名目事先收取费用的贷
款，就是诈骗。正规的贷款公司，此类费用都是在贷款发放时扣
除的。市民应到银行或实体正规贷款公司贷款，如确需到网络
贷款公司贷款，一定要选择有正规网站备案、在工商部门有登记
的网络贷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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