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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最爱冒充公检法
种诈骗手法较常见5

“我们对11月的警情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有5种诈骗手法较常见。”
市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负责人说，这5种手法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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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摸清这些诈骗常用手法，
不管骗子冒充谁，都骗不到你。”杜鹏
对以上5种诈骗手法进行了解读。

1.冒充公检法诈骗
案例：上文中郭昊遭遇的骗局。
提醒：不法分子冒充公安局、检

察院、法院等单位工作人员打来电
话，告知受害人涉嫌洗钱、贩毒、经济
犯罪等，利用受害人急于“摆脱干系、
减少损失”的心理，诱使受害人把钱
款转入骗子提供的所谓安全账号，以
达到诈骗的目的。公检法等执法部
门不会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对涉嫌犯
罪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不存在所谓
的安全账户，一旦提到了“核查资金”

“安全账户”“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
等信息，一概不要相信，并立即挂断
电话。

2.冒充熟人诈骗
案例：孟津县的施某接到一个电

话，对方自称“吴老师”，因施某确实
认识一个姓吴的教师，便放松警惕。

“吴老师”称需用钱，施某就给对方转
账2000元。随后，对方又打电话称，
钱不够用，施某又转账8000元。此
后，“吴老师”再也联系不上。

提醒：如果接到陌生电话，对方
自称熟人，并以各种理由让你转账
时，要提高警惕，立即拨回“熟人”的

电话，或询问能确定“熟人”身份的问
题来核实对方身份，如果对方答错或
回答含糊不清，很可能是骗子。

3.贷款类诈骗
案例：新安县的葛某在网上看到

一则贷款信息，他拨通对方电话后，
被告知贷款前需办一张邮政储蓄卡，
并准备9000元流动资金存入卡内。
按照对方要求，葛某又把银行卡卡号
和手机银行的验证码告诉对方，随后
发现卡内的9000元被转走。

提醒：正规的银行贷款业务都是
在各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的，接到通
过电话指示办理的银行贷款业务均
可视为诈骗，此类犯罪手法较为隐
蔽，市民应提高警惕。

4.代办信用卡诈骗
案例：西工区的蔡某在网上看

到一则快速办理信用卡的信息，就
在线填写了申请资料。次日，一名
自称投资担保公司经理的男子打电
话告知蔡某只需提供手机号、身份
号码和住址就可办卡，但需交300
元资料费。交费后的第三天，蔡某
收到一张信用卡。这时，“经理”又
打来电话，称需再交1000元激活费
用，信以为真的蔡某又先后5次给对
方转账，等到他意识到被骗时，已经
转账1.1万元。

提醒：此类诈骗颇具迷惑性，为
防止被骗，大家可记住以下几点：一
是不要在不正规的网站上办卡；二是
办卡前不要给对方付任何款项；三是
办理大额信用卡都需要担保；四是办
卡前一定要确认对方身份信息。

5.网络购物诈骗
案例：我市一大学生小杨接到一

个自称淘宝卖家的人打来的电话，对
方称他之前在网上买的一件衣服未
交易成功，需按照对方的指示重新操
作购买。随即，小杨把手机验证码告
诉给对方，“卖家”称验证码错误，要
求他重新操作，第二次、第三次……
当小杨准备第四次告诉对方验证码
时，其手机收到三条短信，他银行卡
里的钱已被转出1700多元。

提醒：凡是接到陌生人要求退
款、转账或汇款的电话或短信，在未
核实之前，不要透露自己的银行卡或
网银账号、密码、手机验证码等信息，
更不要点击对方发送的网页链接，谨
防受骗。

□记者 牛鹏远 通讯员 申潇毅 师贺

骗子打电话进行诈骗时，冒充谁最不
容易被揭穿？答案就在市反虚假信息诈骗
中心发布的梳理数据里。近日，该中心对
我市警方11月接到的虚假信息诈骗类警
情进行梳理，通报了较为常见的5种诈骗
手法，其中冒充公检法进行诈骗的案件占
24.77%，其余4种分别为冒充熟人诈骗、
贷款类诈骗、代办信用卡诈骗和网络购物
诈骗。

由于警察的及时制止，
遭遇骗局的他避免了数万元损失

“感谢杜警官，如果不是你及时制止的
话，我可能早把银行卡里的存款全转给骗
子了。”从收到这条短信后，杜鹏就一直把
它保存在手机里。发短信的是伊滨区的郭
昊（化名），因为杜鹏的及时制止，让他避免
了数万元损失。

郭昊和杜鹏的交集发生在今年 10
月 16日。当天10时 30分，郭昊接到一
个从上海打来的陌生电话，对方是一名
男子，自称上海市公安局民警，他说郭昊
在淘宝网上购买的商品被上海警方截
获，里面藏有毒品……该男子称郭昊已
涉嫌犯罪，要求他不要挂断电话，立即把
自己名下的所有存款转移到对方提供的
安全银行账户里。

其间，省公安厅也通过技术手段监测
到他可能受骗，当即给我市反虚假信息诈
骗中心发来预警。“我赶紧和郭昊联系，但
他的电话一直占线。”市反虚假信息诈骗中
心民警杜鹏说，他猜测不法分子正在通过
电话对郭昊实施诈骗，就马上给其发去短
信，提醒他不要上当，但因对方一直在通话
中，没有注意到短信。

无奈之下，杜鹏直到拨出第99个电
话，才和郭昊联系上。杜鹏在电话里告诉
他不要相信骗子的话，又紧急联系当地警
方上门进一步解释。

摸清这些诈骗手法，骗子冒充谁都不管用

市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发布我市11月虚假信息诈骗类警情通报，
其中5种诈骗手法占比较大

骗子最爱冒充公检法，真大胆！
市民摸清这些手法，防中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