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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营内外

可能有不少司机尤其是新手
司机都有这样的经历：好好开着
车，忽然有一辆车从你旁边钻出
来行驶到了你前方，让你吓出一
身冷汗；遇到道路拥堵，大家都在
好好排队，偏偏有车在两条车道
间穿插通行……频繁变道、加塞
行为是“最令人反感的交通陋习
之一”，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交
通秩序，也给交通安全带来隐患。

近来，宁波交警对不文明交通
行为进行曝光，通过加大曝光、宣传
的方式，加强每个宁波人对文明安
全出行的关注，拒绝交通陋习，文明
安全出行。本期曝光的是多次违法
变道的行为。

浙BV31G1——20次
浙B19FT9——15次
浙B0Y5G9——13次
浙B1B9C3——12次
浙B9H7M6——12次
浙B53GA7——12次
浙B64BH6——11次
浙BY67C1——11次
浙B8J1E7——11次
浙B1MH27——10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机动
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将受到罚
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

要改变随意变道加塞这一交通
陋习，更多的是靠广大驾驶员的自
觉文明驾驶习惯。那么，如何安全地
变更车道呢？

1.多观察。观察车辆后方、侧方
以及准备变更车道上的路况，注意那
些减速或者可能停止的车辆，并确保
前方没有试图穿越马路的行人。

2.提前打开转向灯。提前打开转
向指示灯示意，并再次通过后视镜观
察两侧道路上有无车辆超越，确认准
备驶入的车道是否留有安全距离。

3.如开错车道只能“将错就错”。
根据需要行驶的方向选择行驶车
道，按导向箭头方向在进入实线区
前驶入导向车道。如果开错车道只
能将错就错，千万不能任性变道。

4.一次只变一条车道。在变更车
道时，每次只能变更到相邻的车道，
横穿整个马路变更车道的行为，存
在极为严重的安全隐患。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陆明光 周瑾

6月5日，16岁的小熊在看
“快手”APP直播时，一自称是某
主播助理的陌生人发私信给小
熊，称该主播为回馈粉丝，举办
了一次抽奖活动，小熊被抽中，
成为10名幸运粉丝中的一员，可
以参与充值双倍返还的活动，并
让小熊加其QQ。

小熊信以为真，加了对方
QQ，并按照对方的要求以扫二
维码的方式，加入了一个微信

群。群内还有两个人，小熊试探
着在群里发了一个100元红包，
被人领走。10分钟后，其中一人
发了一个200元的红包，小熊很
顺利地领走了这个红包。

接着，对方告诉小熊，如果
发3000元的红包就可以返给其
10888元。不疑有他的小熊在群
内连续发了15个200元的红包，
之后将自己的收款码截图发给
对方，但对方称还转不了钱，需

要再发 5888 元才能返 10888
元，要求仍以红包的形式发钱。

小熊又在群内连续发了30
个红包，对方随即让他退出微信
群。退群后，对方又称微信无法
转账，小熊便要求对方将钱转到
其父母的银行卡。但对方要小
熊将QQ、微信、快手的聊天记录
全部删除才会转钱，小熊按要求
操作后再联系对方，发现已经被
拉黑，于是立即报警。

加塞是最令人反感的交通陋习之一

交警部门曝光“变道王”“加塞狂”

浙B1B9C3

浙B19FT9

浙BV31G1

回馈粉丝？生日返现？报复女友？

市反诈中心：这些统统都是诈骗！
社交网络上经常能看“充值返利”“红包返利”等充满诱惑的词汇，真有这么好的事

吗？昨天，市反诈中心发出预警：这些统统都是诈骗！

6月5日，夏女士收到一条通过群聊添加
其微信好友的信息，爱交朋友的夏女士通过
了好友申请。对方自称姓张，也是宁波人。
一番简短的交流后，对方开始在一微信群倒
苦水，并称因和女朋友分手，为了报复女友，谁
发给他一个数字吉利的红包，他就返给对方
一个翻倍的。

之后，夏女士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对方发
的最新动态，有人转他3344元，他反手就转
给了人家50000元。夏女士大为心动，主动
联系对方询问该如何操作，对方让夏女士直
接转账就行。

转账过程中，微信官方提示对方账号异
常，但夏女士已经财迷心窍，丝毫没有意识
到风险，还将该异常情况告诉了对方，对方
又让夏女士将钱转入其提供的一银行账
户。将5888元通过支付宝转给对方后，夏
女士发现微信已被拉黑，这才意识到被骗。

未成年人上当可能是涉世未深，成年人
被骗那就纯属财迷心窍，妄想小投入换取大
回报。其实在转账前稍加思考，我们不难发
现，由于彼此之间并不熟悉，这类充值是完
全没有保障的，充值后，返不返利完全是对
方说了算。

警方提醒：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额
返利都是诈骗，网上投资应选择正规渠道，
转账汇款前，确认对方真实身份；不随意点
击来历不明的网址链接。妄想天上掉馅饼，
小心掉进大陷阱！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夏怡雯

5月22日，14岁的小夏在逛
QQ空间时看到有好友发了“生
日存送福利”的动态，但要领取
福利需要加“福利”群，小夏便根
据动态上提供的QQ号加了这个
群。进群后，自称是“客服”的人
发了这次返利活动的内容，大致
意思就是“充值翻倍返利，充越
多返越多”，并让小夏选择充值
金额，还给小夏看了其返利给他
人的支付信息。

之后，“客服”又在群里发了一
张二维码，让群里的人扫码支付拿
返利红包。信以为真的小夏选择了

“充800返18888”，扫码支付给对

方800元，并将支付截图发在群
内。没过多久，“客服”让小夏加自己
的QQ领钱。加完QQ后，“客服”又
让小夏扫二维码付款1元，称这个
钱后面会退。小夏扫码付款1元，这
1元很快就退款给小夏。

接着，对方又发给小夏支付
二维码，称这些钱会与福利一起
返还给小夏。小夏分6次共扫码
支付给对方65752元，结果再联
系对方时发现已经被拉黑，这才
意识到被骗了。

随着触网年龄日趋降低，
未成年人也成了不法分子的目
标，这类诈骗的手段其实并不

高明，但受骗群体社会阅历普
遍较浅，防骗意识不强，骗子通
常会在抖音、QQ空间、微信朋
友圈等大众熟知的社交软件发
布充值返利的信息，一旦有受
害人上钩，便会以各种理由诱
惑受害人不断转账汇款，直至
发现被骗。

警方提醒：未成年人在手机
的使用上，家长应加强监督管
理，提醒子女切勿向陌生人转
账，同时对自身或子女的手机支
付做好必要的安全措施；学校可
联合家长做好相关反诈宣传教
育工作。

回馈粉丝，双倍返还？
45个红包有去无回

生日送福利，充值翻倍返利？被骗65752元

报复女友，红包翻倍返还？
5888元没了

浙B9H7M6

浙B1MH27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