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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初级忽悠：“老朋友，借
点儿钱吧”

“老朋友，好久不见，猜猜我是
谁？最近遇到点儿事，能借我点儿钱
救救急吗？”相信不少人都接到过类
似的电话或短信。尽管大多数人会
对骗子如此低劣的手法嗤之以鼻，但
仍有一些市民因此而被骗。

1月10日下午，市民潘女士接到
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她的
好朋友，车坏在高速上了，向潘女士
借钱求助。潘女士未核实对方身份，
便分两次向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打
了1.6万元，结果发现被骗了。

多年从事打击电信诈骗案件工
作的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民警李
克钦说，这类冒充亲友借钱的诈骗案
件最常见，手法也最简单，受害人往
往是防范意识较弱的老年人。面对

“亲友”的求助，好心的他们总想尽
力帮助，甚至碍于面子不去核实对
方的身份，最后落入骗子的圈套。

中级忽悠：说出你的真实
信息，再设圈套

“妈，我同学骨折住院向我借钱，
帮我给他的卡上打点儿钱吧，卡号
是……”看到是孩子的QQ发来的信
息，您会相信吗？

1月13日上午，市民马女士接到
电话，对方说马女士的儿子在学校摔
伤，昏迷后被送往医院，让马女士速
往指定的账号打5万元手术费。对
方自称是马女士儿子的老师，又能说
出马女士儿子的名字和所在学校，马
女士信以为真。幸好马女士的丈夫
警惕性高，驾车来到儿子所在的高
中，发现儿子安然无恙。

李克钦说，此类骗局与上一种相
比，“高明”在骗子通过盗取QQ号或
其他手段，获得了受害人或其亲友的
一些真实信息，并以此设下骗局，让
人信以为真。常见的还有以退房屋、
车辆购置税的名义，骗受害人缴纳

“手续费”。这类骗局的受害人，不乏

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李克钦说，在这类骗局中，骗子

能够准确地说出受害人或其亲友的
姓名、单位、车型等信息，让一些社会
交际面小、信息获取渠道窄的老实人
难辨真假；在一些骗局中，骗子假称
受害人的孩子出事，往往会让一些护
犊心切的中年人乱中出错。

高级忽悠：骗子装警察，你
敢不配合？

“警方”电话通知你已涉案，你会
紧张害怕、乱了方寸吗？

1月10日下午，市民冯先生接到
“警方”打来的电话，说他的信用卡涉
嫌一起金融诈骗案，并被盗刷6万
元，其名下的其他银行卡也不安全，
应立刻将财产转移到“警方”提供的

“安全账户”中。冯先生连忙到银行
转账，转账期间察觉事情不对劲，报
警后才发现差点上当。

李克钦说，类似的骗局在近几
年兴起，骗子假冒公安局、检察院、
法院的工作人员，以受害人银行卡
被盗刷、涉嫌金融犯罪、邮寄包裹藏
毒等理由，要求受害人配合调查，从
而欺骗受害人将财产转移到所谓的

“安全账户”，或诱使受害人说出账
号、密码。

在这类骗局中，骗子不但通过一
些不法手段获得了受害人的个人信
息，往往还以公检法工作人员的名
义，编造看似可怕实则荒唐的理由，
对受害人进行恐吓。因此，即使是
一些阅历丰富的人，也会跟着骗子
的脚步，在担惊受怕中放松警惕，落
入圈套。

年轻人别大意，骗子也会
盯上你

看完以上几类骗局，一些年轻人
可能认为：我们见过世面，不会轻信
简单的骗局，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
也不会被骗子吓住，就可以高枕无忧
了。错！在你大意的时候，骗子就已
经抓住了你的软肋。

去年7月17日，市民小张收到
一条短信，称其被《快乐男声》节目
组评为二等奖，他按照短信提示，
向对方指定的银行卡上打去共计
2.15万元的保证金和个人所得税。
当对方再次要求打钱时，他才发觉
被骗了。

今年 1 月 12 日，市民王小姐
报警称，她收到了淘宝网网购中
奖信息……

李克钦说，针对一些涉世未深的
年轻人，骗子也有相应的行骗手段。
他们抓住一些年轻人渴望找高薪工
作、中大奖的心理，以收取体检费、服
装费、押金、个人所得税等名义骗钱，
或根据年轻人爱网购的特点，将年轻
人骗入一个山寨支付网页，盗取银行
卡信息。而此类骗局往往与当下最
流行的娱乐节目、话题相结合，不少
时尚前沿的“弄潮儿”一旦掉以轻心，
就会中招。

民警支招防忽悠，遇骗局
请拨110

李克钦说，近年来，各种诈骗手
段不断“升级”，虽然“剧本”不同，“剧
情”却不外乎给受害人制造惊喜、威
胁、假象后伸手要钱。

另外，骗局中往往还有与常理相
悖的地方，例如警方绝对不会通过电
话办案，或设立安全账户，要求群众
转账；未参加某个节目的抽奖活动，
就肯定不会中奖。

李克钦说，要想避开骗子的陷
阱，市民首先要在平时注意不要随
意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不要妄
想“天上掉馅饼”，轻信来历不明的
电话和短信；在汇款、转账前要核
实对方身份、账号和提及的事件；
在网购、网上支付时，要再三核对
网站真伪；遇到紧急情况，要沉着
冷静，设法和家人、亲友取得联系，
共同商量。

李克钦说，市110联动指挥中心
的接线民警都经过专业的防忽悠培
训，当遇到疑似电信诈骗案件时，市
民可拨打110求助。

□记者 王晓丹 文/图

“您好，我把家里闲置的30多本杂志
拿来，送给这里的老年人。”近日，在体育场
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一名中年男子把一
摞杂志送给该中心的负责人。（上图）

中年男子叫雷进宏，今年45岁，是市住建
委的一名工作人员。1994年，他与公益结缘，
此后一直用实际行动在城市中传递正能量。

1994年，中州路大修。雷进宏和同事
们在百货楼段值勤时，看到一辆面包车将
一名路人撞倒，他们赶紧跑过去，将满脸是
血的路人送到医院，直到其被包扎处理完
才离开。

从那以后，雷进宏开始利用业余时间
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在文明助交通、
关爱社区孤寡老人、关心贫困儿童等活动
中，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2010年，雷进宏和几名热心公益的朋友
成立了“洛阳学雷锋爱心俱乐部”，参与扶贫
捐款、植树绿化、义务劳动等公益活动。

2013年7月6日，《洛阳晚报》上刊登的
《卖瓜钱是要给孩子交学费的呀》一文，引起
了雷进宏的注意。报道中说，宜阳一瓜农
在机场路附近卖瓜，卖半车西瓜却换来500
元假币。雷进宏看后又气愤又同情，第二天
一大早，带着俱乐部的几名成员找到受害的
瓜农，不仅买了1000多元的西瓜，还帮助瓜
农卖瓜。

在雷进宏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公益队伍。雷进宏也因表现突出，2004年被
团市委评为“优秀志愿者”，2006年被团省委
评为河南省“时代先锋”，2012年被评为洛阳
市公益活动十大“爱心使者”。

■人物心声：让我们在奉献中成长，在
服务中点亮人生，收获奉献的快乐，愿更多
的人与我同行。

■记者感言：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雷
进宏这样的热心人，我们生活的城市才变
得越来越温暖。

女演员汤唯被骗21万元，让电信诈骗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针对近年来花
样不断翻新的各类骗术，警方提醒——

看清这些诈骗伎俩 捂好钱袋不上当

□记者 郭秩铭 特约记者 李辉

近日，“女演员汤唯被电信诈骗
骗走 21 万元”的新闻让不少小伙伴
都惊呆了。在许多人眼中，电信诈
骗还停留在冒充亲友借钱、谎称受
害人中奖此类初级阶段，殊不知，随
着社会的发展，骗子们也学会利用
多种手段，设下一个个让人难以看
穿的圈套。

临近春节，为了过个“肥年”，骗
子“工作”更努力了，骗术花样百出，
令人防不胜防。怎样才能守住自己
的钱包？来看看警方为您总结的防
骗攻略吧。

绘图 吴芳

雷进宏：
传递公益接力棒

■人物简介

姓名：雷进宏
职业：市住房与建设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最幸福的事儿：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最遗憾的事儿：对儿子关心、陪伴太少

你儿子在学校摔伤了你儿子在学校摔伤了，，
急需急需55万元手术费万元手术费！！

好，我马上打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