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视点
A022022年10月29日 星期六 专题 责编/高凯 董富勇 楼世宇 审读/刘云祥 美编/张靖宇

信用卡积分兑换警惕第三方渠道
信用卡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金融

产品，银行在客户刷卡消费后会给予一
定积分，信用卡持卡人后续可以用积分
兑换商品。伴随着信用卡的流行和普
及，一条信用卡积分兑换的“产业链”应
运而生。目前市场上不乏第三方渠道
APP，为信用卡持卡人提供积分买卖的
服务。“薅羊毛最快的方式是信用卡积
分变现”“让天下没有沉睡的积分”等颇
有诱惑性的宣传标语的背后，实则暗藏
着个人信息泄露和盗刷的陷阱。

刘先生近日收到银行短信提醒，积
分即将到期请尽快兑换礼品，他在手机
应用商店中下载了一款相关的APP，流
程完成后，刘先生等来的不是兑换的现

金入账，而是信用卡被刷卡消费的提
醒。此类“便捷”的服务打着为客户兑
换积分的幌子，诱骗客户提供卡号、查
询密码、身份证照片、手机号等个人信
息，往往在客户还未察觉之际就完成了
诈骗行为。

综上所述，宁波银行提醒您以下三
点，信用卡积分兑换需谨慎：

一是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在
互联网信息时代、在经济生活中，若被
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时，要提高警惕，区
分官方渠道与第三方渠道，避免信息泄
露的风险；

二是杜绝第三方渠道兑换。银行
等积分平台的用户协议中均明确约定

用户不得出借、转让自己的积分。以宁
波银行为例，波豆为信用卡积分的奖励
形式，官网《信用卡积分细则》中明确指
出“持卡人不得将自身账户的信用卡波
豆转让给他人”。因此，信用卡积分兑
换要通过官方渠道，销售或转让积分均
为非官方途径，存在风险因素，切勿贪
图小利上当受骗。

三是留意积分到期日，及时兑换商
品。信用卡积分一般具有有效期，每家
银行的信用卡积分期限不尽相同，短则
1个月，长则1年及以上。积分一旦过
期，则会被阶段性清零。因此，一方面
建议持卡人定期留意信用卡APP中显
示的积分到期日；另一方面，也留意官

方的短信提示，及时在官方平台完成积
分兑换。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广大市民，信用
卡积分兑换一定要选择官方渠道，珍视
自己的个人信息、财产安全，切莫贪小
失大。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吴迪超 董姸娜 张宏伟

2022年4月的某天下午，小王
（化名）在自己住处观看某户外主
播的直播，而每一位打赏人都会成
为直播间的抽奖对象。过了一会
儿，系统发来中奖提示。紧跟着一
条私信过来，一个昵称为“小熊问
道”的“主播助手”找上门来：“我是
某某主播的助手，恭喜你中奖了，
现在需要核实你的一些信息，请把
你的支付宝或者微信账号发给我
……”之后，两人就互相加了微信。

“你把刚刚接到的验证码报给
我，我这边后台再核对一遍中奖信
息。”简单聊了几句后，“主播助手”
就开始进入正题。小王看到手机
上收到了一个来自直播平台的验
证码，不疑有他，就发了过去。

“你在我们直播间消费的流水
不够啊，发奖是需要冲一定的流水
量的。”“主播助手”让小王先充
300元的虚拟币来凑流水量，称到
时候发奖了会同时返还这笔钱。

小王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选
择相信。由于他用的是苹果手机，
充值上有一定的要求限制，于是充
了400余元。

刚刚充值完毕，小王就发现虚
拟币在不断减少。仔细一看，竟然
是自己的账号在直播间不断消费
抽奖，而他此时并没有任何消费的
操作。很快，刚充的虚拟币就被消
耗殆尽，小王也被“主播助手”拉黑
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直播间里中奖，“主播助手”找上门1

“双11”快到了
要小心这类中奖骗局

“我是某某主播的助手，恭喜你中奖了，

需要核实你的一些信息……”当你正观看直

播间里主播的各种花式表演时，忽然看到系

统发来中奖提示，紧接着就有一条私信过来，

“主播助手”来找你对接领奖事宜，你会不会

有种被馅饼砸晕的感觉？

近日，奉化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盗取他

人直播平台账户虚拟币的案件。最终，小安

（化名）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直播间“馅饼”
成陷阱

原来，这位“主播助手”正是小
安假冒的。在一次玩游戏的时候，
小安被人以中奖了需要充金币为
由，骗走了一些钱，于是他竟萌生
了以这种方式搞钱的念头。

为了增加可信度，他专门盯上
了在直播间里真正中奖的“幸运
儿”，因为会有官方系统提示。当
出现系统提示后，小安就会去直播
平台上搜索该用户的昵称全称以

及头像进行核对，找准目标后，他
就摇身一变成了该直播间的“主播
助手”。

小安利用直播平台私信或者
微信聊天的方式，首先骗取了被害
人的手机号、登录验证码等相关信
息，然后利用该直播平台可以多地
同时登录同一账号的漏洞，登录操
作被害人的账号。

接下来，小安就会以发奖为诱

饵，让被害人充值虚拟币冲流水，
他则盗刷这些虚拟币来消费抽奖，
一旦抽中了奖，他就会把自己的信
息发给真正的主播或者助手，以此
来达到套现的目的。

小安还专门在该直播平台注
册了几个账号，多次更换不同昵称
来掩饰身份。

直到被抓，他已利用多个昵称
数次冒充主播助手作案。

利用平台漏洞，专门盯上“幸运儿”2

2022年7月，小安涉嫌盗窃被
公安机关查获。同年8月底，该案
被移送至奉化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详细核查了小安与
多名被害人的聊天记录，以及被害
人在直播平台上的充值记录，发现
2022年4月至6月，小安以冒充主
播助手的方法，多次骗取中奖者的虚

拟币或者虚拟金豆，然后通过抽奖
套现，共计价值2600余元人民币。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在此提醒
广大网友：“双11”快到了，要小心
各类骗局。直播间中奖比起传统
的网络中奖更具有即时性，容易被
不法分子打时间差来实施诈骗、盗
窃。遇到像上述案例的事情，一定

要提高警惕，不可轻信陌生人消
息，要多渠道核实消息的真实性，
千万不要点击陌生人提供的网址
或者随意泄露自己的账号、电话、
微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更不要
向陌生人转账汇款。一旦发现是
骗子，要及时报警。见习记者 吴冕

通讯员 林杰荣 陆元桔

多名中奖者受骗，要警惕陌生信息3

今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先后组
织开展“铁拳”“亮剑2022”“利刃2022”
专项执法行动，查处一批影响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大案
要案，有效堵塞行业监管漏洞，巩固、深化
市场流通领域整治成效。

截至目前，全市共立案5884件，移送
公安机关63件。为确保扫黑除恶斗争目
标任务持续高位推进，进一步强化行业乱
象治理，现公布一批典型案例。

涉虚假宣传
宁波某健康管理限公司被罚100万元

2022年8月，宁波市市场监管局依
法对宁波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虚假宣传
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万元的行政处
罚，并将其列入严重失信名单。

经查明，自2020年5月起，当事人通
过印制“古法熏蒸疗程卡”及在微信群内
以健康小报和视频等方式，向消费者宣称
该足浴服务为医疗项目，长期利用微信群
向老年消费者发送健康小报和视频链接
等，宣称服用其产品并配合熏蒸能改善心
肌缺氧、脑缺氧，对骨关节等诸多疾病均
有很好效果，甚至对新冠肺炎有预防作
用，远超保健食品审批核准的功能范围。
截至案发，当事人共销售上述产品或服务
近300万元，涉及老年消费者420余人。

伪造校准报告
宁波7家校准机构被罚34.2万元

2022年6月，宁波市市场监管局组
织开展“利刃5号”燃气报警器校准行业
专项执法行动，检查中发现部分校准机构
以他人名义伪造校准证书、未建立相关标
准用于计量校准等行为。监管部门依法
对宁波某计量检测有限公司等7家计量
校准机构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合计处
罚没款34.2万元。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蒋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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