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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玉梅

网络电信诈骗层出不穷，近期又

有新手法。近日，我市某公司财务人
员小薛（化名）收到一条短信，通知她
公司银行卡动态E令（一种动态密码）
需“升级”，结果账户在“升级”时被盗
走80万元。

而近日网上热传的“被骗汇款紧急
自救法”，记者试验后发现并不靠谱。

轻信短信，公司账户被盗80万元

17日14时许，我市某公司的工
作人员小薛在上班期间收到一条手机
短信，短信称“您的动态E令于次日失
效，为避免影响您的正常使用，请及时
登陆我行维护网站www.dzozc.net
进行维护更新升级”，落款的银行恰好
是小薛公司账户所在的银行。

小薛并没有注意到发来短信的号
码是一个私人号码，而不是银行的短
信服务平台号码。小薛按照提示的网
站地址打开了网页，并没有发现什么
异样，就把网址发给了公司的会计小
玲（化名），让她负责升级事宜。

小玲登录网站后，按照网站提示
输入U盾密码，网站出现“正在升级，
请稍后”的字样，过了一会儿，网站提
示“操作成功”后，她关闭了网页。

18日早上，小玲在公司给客户转
账时发现，账户上的80万元不翼而
飞。她惊出一身冷汗，查询账户后发
现，就在她17日升级E令期间，有人
分数次转走了80万元。

小薛和小玲马上报警，民警初步
判断这是一起网络电信诈骗案。

网友发帖：紧急自救有门道

近日，网络上疯传一则名为《银行
业人士建议的电信诈骗紧急自救法》
的热帖，帖中共讲了两种被骗汇款后
紧急自救的方法。

网帖称被骗汇款后，最紧急有效
的自救法不是报警，也不是找银行，而
是拨打接收汇款银行的客服电话。

发帖人说，只要对接收汇款的
银行账号进行查询，在系统提示输
入密码时随意输入六位密码，连续

输错三次，系统就会自动把对方账
户锁住。这时紧急自救就成功了，
对方已经无法把钱转走或取走，除
非在3天或 5天后带着身份证到银
行解锁。

网帖中的另一个方法是：如果你
被歹徒挟持去取款，倒着输入银行卡
密码，自助取款机会在歹徒不知情的
情况下自动通知警方。

记者试验，网传方法不靠谱

这两个方法靠谱吗？记者昨日下
午到两个银行进行了自救试验。

我们首先将100元钱汇入一张交
通银行的银行卡中，然后用手机拨打
该银行的客服电话95559进行账户
查询，将接收汇款银行卡的卡号输入
系统后，系统提示输入密码。我们随
机输入了六位密码，系统提示密码错
误。输错两次后，系统提示输入错误
密码次数过多，自动将电话挂断，但
并没有给出“账户被冻结”之类的提示
语言。

随后我们拿着接收汇款的银行卡
到自助取款机上取款，发现账户并没
有被冻结，我们顺利地取出了那100
元钱。

我们又来到建设银行做了同样的
自救试验，密码输错三次后系统提示

“您的电话查询密码被锁定”，但是到
自助取款机上也顺利地取出了汇入的
100元钱。

建设银行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
们，电话查询密码输错三次后，被锁定
的只是账户电话银行的查询业务，并
不会影响持卡人的存取款业务，且电
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存取款
业务的密码并不通用。除非知道对方
办卡时的信息，并拨打人工客服挂失，
否则不存在账户被冻结3天或5天的
可能性。

至于第二个方法，工作人员表示
自助取款机并没有这种功能，倒输密
码，属于错误输入密码，不可能取出钱
并报警。

所以，热帖中的方法并不靠谱啊，
咱还是擦亮眼睛以免上当受骗。真碰
上这事儿，咱还是赶紧报警吧！
（线索提供者王女士获稿酬80元）

轻信“E令升级”80万元不翼而飞
网传“被骗汇款紧急自救法”并不靠谱。真碰上这事儿，还是赶紧报警吧

□通讯员 张惟 文/图

也许是因为天热了，连鸟儿也不
淡定。昨日上午，一只夜鹭和两只黑
喜鹊打架，受伤了。

18日上午，驻洛某部军官周先生
给本报打来电话反映：10点30分左
右，在洛浦公园滨河路凌波浴场对面
的军营里，有一只嘴巴很长、长得像白
鹭的大灰鸟，在营区上空和两只黑喜
鹊打起架来。

这只大灰鸟非常勇敢，和两只黑
喜鹊在空中追逐、厮打了近20分钟，
最终左侧翅膀被严重啄伤，伏在草地
上动弹不得。（如图）

随后，记者赶到军营，带着受伤
的尖嘴大鸟来到王城公园动物科，该
科王医生查看了这只大灰鸟后说，这
只大灰鸟名叫夜鹭，属夏候鸟，是洛
阳地区常见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夜鹭喜欢在沼泽地、河边的树上筑
巢，主要以小鱼、小虾、蛙类及水生

昆虫为食。
王医生说，这只受伤的夜鹭处于

亚成年期，可能是为了筑巢而侵入了
黑喜鹊的固有领地才和黑喜鹊发生
打斗，现在伤情较重，需要留在动物
园治疗两周，直到身体康复，才能重
返自然。

天热了，连鸟儿也不淡定
一只夜鹭和两只黑喜鹊发生“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