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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营内外

市反诈中心日前发布紧急预警
称，近期，此类冒充领导的诈骗卷土
重来，同时来袭的还有蹭着社会热
点的头盔诈骗，我市已有不少人中
招，损失惨重。

“王××，原号已停，请存这个，
李××。”5月10日下午，家住宁海
的王先生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这
样一条短信。李××是王先生的老
领导，王先生没有丝毫怀疑，连忙存
下老领导的新号码。

老领导随后又发来消息称，想让
王先生代转一笔钱给其朋友，他会先
把这笔钱转到王先生的银行卡上，并
让王先生把银行卡号拍照发给他。
发完照片后，对方便把他朋友的银行
卡号和户名发给了王先生。

过了一会儿，一张银行转账成功
的图片发到了王先生手机上，金额是
16万元。对方称已转给王先生16万
元，这笔钱他朋友有急用，要在当天
16点之前转到他朋友账号上。王先
生当时也有疑虑，对方也没说为什
么要通过他转账，但由于对方是自

己的老领导，而且也已经把钱转到
自己账号上，便让妻子把16万元转
到了对方提供的卡上。转过去后，
王先生才发现对方的16万元并没
有打到自己账户，仔细看对方发来
的截图，发现对方把自己的名字弄
错了，便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对方。

不久，又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
信，自称还是王先生的“老领导”，对
方称之前那个手机停机了，要晚上才
能缴费，暂时用这个号码联系。对方
还说之前那16万元已退回自己卡里，
他朋友还需要17万元，他会将两笔钱
一并转给王先生，之后，王先生又收
到一张33万元的邮储银行转账图。

这次，王先生先看了下自己的账
户，并没有33万元到账，便又问对方，
对方称账单上显示是24小时到账，
碍于面子，王先生让自己侄子先转了
10万元到对方提供的工行账号，由
于还差7万元，对方一直催促王先
生，王先生这才发现不对劲，于是立
即报警。

“领导找你借钱，不管是不是真

的，首先要设法核实对方身份真实
性，可以委婉询问对方一些小问题，
如单位的人和事等，当然，当面确认
是最好的。”反诈民警提醒说，同时
还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微信、QQ
好友、通讯录中，重要的人身份信息
不要标注得太过直白，以免被骗子
利用。

除此之外，因为全国即将开展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头盔一时
成为紧俏货，头盔骗局也蹭着热点上
线了。这几天，宁波已连续发生此类
诈骗案3起，涉案金额几千至数万元
不等，其中市民夏女士为了提前囤货
赚差价，预定2万顶头盔，结果被骗
走了5.6万元定金。

“头盔是拿来戴的，不是拿来
‘炒’的！”反诈民警提醒说，在网购头
盔时要提高警惕，在正规平台通过正
规渠道购买，交易时一定要多方核实
对方身份，切勿轻易相信陌生人，不
加任何防范就向对方汇款。如发现
被骗，请第一时间报警！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夏怡雯

“单位领导”找你借钱应急，你借不借？
市反诈中心预警：冒充领导诈骗卷土重来

单位领导找
你借钱应急，你
借不借？面对这
个问题，可能很
多上班族都会纠
结：不借，今后可
能会被领导“穿
小鞋”；借了，会
不会有去无回？
反诈民警提醒，
收到这样短信的
上班族，首先要
弄清楚的是对方
的真实身份。

有这么一群女子，她们头顶
警徽，身穿警服，每天工作在高墙
大院内，对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
扮演着“民警”“母亲”“姐姐”等
多重角色。她们就是市看守所女
子监区管教民警，在疫情期间，她
们跟其他男民警一样坚守自己的
岗位，负责管教女性在押人员近
300人。

她们中间，周明亚、梁龄、章晓
燕是双警家庭，夫妻双方都在岗位
上值守，家里的孩子只能托付给父
母或亲友照顾；来海萍的兄弟姐妹
都是在公安、监狱系统工作，除派
一人留下照顾已90岁的父母以
外，都响应国家号召，投入了一线
抗疫工作；邵一敏因为丈夫也在抗
疫一线，只能把80多岁的公婆独
自留在宁海老家，但因为公公患老
年痴呆，喜欢往外跑，邵一敏和丈
夫逼不得已，只能给大门上锁，留
足1个月的食物，让婆婆谎称没钥

匙，夫妻俩每天电话问安……
作为全市唯一一个收治女性

戒毒人员的监管大队，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监管三大队为了确保非常
时期的收治安全，主动担当，对新
入所人员加强收治体检、问清来源
轨迹并设置单独监室进行14天留
观，对呼吸道感染症状人员进行血
液胸片辅查并采取医护措施跟踪
观察。

此外，监管三大队里还关押着
一批特殊的吸毒人员，她们是艾滋
病患者，免疫功能下降，抵抗力
低。特殊时期，女警们对她们也进
行了特殊的保护，改善伙食，增加
营养，消毒防疫措施更加到位，医
护人员每天两次查房，掌握她们的
生命体征。

“我们都是医生、护士出身的
人民警察，在疫情面前，自然要比
大家更多几分担当！”监管三大队
大队长王映红说。

陈洪华是宁波市看守所的“大管
家”，自封闭管理100多天来，只休整了
不到一周时间。针对疫情暴发后防疫
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他在积极争取上
级调拨防疫防护用品的前提下，利用一
切可用资源采购防疫物资，第一时间将
红外测温仪、口罩、手套、防护服、护目
镜、消毒液等医护器材、装备配备到位，
并安排工勤人员每天对监区，提讯、会
见区域，办公楼公共区域及办公室开展
2次全方位消毒。同时，他还要保障生
活生产物资到位，适时丰富食品采购种
类，确保在所执勤工作人员和近1200
名在押人员一日三餐营养均衡。每天
督促食堂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个人防护
措施，并对采购的食品进行抽样检查，
确保食材供应安全。

孙鲁光是余姚市看守所综合岗民
警。去年12月，他女儿跟爱人相继因病
手术。随着疫情相关报道不断增多，他
敏锐地感觉到做好监所疫情防控物资储

备工作十分重要。1月20日起，他就一
边照顾术后恢复的家人，一边利用仅有
的午休以及回家路上的时间，跑遍余姚
地区各个药店，紧急采购医用口罩和消
毒酒精，还找了多名老同学帮忙，就连大
年廿九、除夕夜都在争取相关物资储
备。在孙鲁光的努力下，余姚市看守所
常规储备口罩3000个、手套2000副、脚
套2000副，还有防护服、护目镜、红外线
耳温计和消毒液，让封闭参战的民警、辅
警、医护人员感到安心、放心。

“公安监管场所属于封闭环境，一
旦发生疫情，后果不堪设想。”市公安局
监管支队支队长闻彬说，今年春节，全市
绝大多数公安监管民警、辅警、医护人
员都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上，特别是
战时勤务任务下达后更是连续在岗40
天，他们的艰辛和努力换回了全市监
管场所的绝对安全，有力确保了6000
余名被监管人员“零感染”“零事故”。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王超

“巾帼不让须眉”——小女子有大担当
“这是我应该做的”——后勤保障齐发力

（上接A09版）
在做好居家隔离等措施后，

女儿被送到舒里送在看守所封闭管
理的寝室内生活，而这一待就是1
个月。每当舒里送从监区返回寝室
看到熟睡的女儿时，这个曾经因公
受伤都未流过一滴泪的汉子，眼睛
湿润了。

奉化区看守所民警刘海波的
战疫日常是这样的：上午给在押人
员量体温，中午用手机给儿子批改
作业，下午给在押人员谈话教育，
晚上写工作日记并给老婆打电话
问家里情况。

“今天作业做得不好，爸爸中

午骂我了，好凶的！”听到妻子打电
话来说起儿子跟她“告状”，刘海波
无言以对。没过几天，当他看到儿
子字迹工整、没有错误的作业题
后，他倍感欣慰，并在日记中写下
这样一段话；“从来没有和孩子分
开这么久，儿子，爸爸不能陪伴你，
因为爸爸是警察，疫情面前，爸爸
必须义无反顾、顶风逆行！”

因为封闭执勤和隔离，刘海波
和妻子已经快一个月没见面了，家
里有事情也使不上劲，他心里五味
杂陈。“对不起，下次回家，家务、做
饭我来‘包圆’。”在日记中，刘海波
这样对妻子说。

市看守所女子监区管教民警。 通讯员供图

全市1800余监管人员冲在一线
力保6000余被监管人员“零感染”“零事故”高墙内的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