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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A05

□洛报融媒记者 李雅君 通
讯员 常书香 刘鹏

本报讯 昨日一大早，洛

阳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学

生喻森森、张浩敏、邢欣媛在

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洛阳市中

医院，看望一位他们牵挂了一

整晚的人。

17日 20时许，喻森森、

张浩敏、邢欣媛3人从校外步

行返校，行至九都路定鼎立交

桥西公交站附近时，突然听见

一声巨响，一名行人骑着电动

车撞在了人行道的路灯杆

上。3人立刻飞奔向前，发现

伤者此时已经倒地昏迷，且眉

骨处有一道长长的伤口往外

冒血。

此前学过急救知识，并获

得“红十字救护员证”的喻森

森迅速镇定下来。他先把伤

者体位放正，轻轻拍打伤者肩

膀，大声呼喊唤醒伤者意识。

另外俩人立刻拨打急救电

话。几分钟后，专业医护人员

赶到现场。喻森森、张浩敏、

邢欣媛简单介绍现场情况，并

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转移至

救护车上。

“当时我们已经通过手机

联系到了伤者家属，但对方还

未赶到。”由于担心伤者状况，

张浩敏、邢欣媛便一同前往医

院，等待医生诊断结果。喻森

森留在原地，配合交警部门勘

查现场。

等到医生诊断结束，确认

伤者无碍后，3人才放下心来

抓紧返校，并将相关情况告知

学校老师。

“回来后我们一直在讨论

这事，担心伤者的身体状况。”

于是，喻森森3人昨天一早便

前往学院向老师表明想法，在

老师的带领下探望伤者。

医院里，伤者家属对3人

连连感谢，喻森森一行反而显

得有些不好意思：“帮助他人

是我们青年的分内事。”

办案民警说，很多孩子过早“触

网”，由于缺乏安全意识和辨别能力，

很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目标。骗子

利用免费送游戏“皮肤”、冒充明星或

明星经纪人、帮忙解除游戏防沉迷模

式等招数“套路”未成年人。有些人

甚至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威胁孩子，

通过遥控指挥的方式，让孩子协助套

取家长个人信息，继而实施诈骗。

办案民警提醒家长，关注孩子学

科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孩子的网络

安全教育，引导孩子科学上网玩游

戏、刷短视频。要留意孩子的异常举

动，如果孩子躲到房间里，长时间偷偷

操作手机，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也

要关注孩子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下载

了哪些软件，警惕来路不明的App。

此外，作为家长，应当保管好自

己的手机、银行卡和身份证等，不要

让孩子获取支付密码等敏感信息。如

果遭遇诈骗，应保存好转账凭证、聊天

记录等信息，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日前，一场主题为“以书换蔬”的特色活动在偃师区一幼儿
园开展。在活动现场，孩子们手拿自己的闲置图书，列队从老师
们手中换回一包包新鲜蔬菜。

该幼儿园园长刘真说，平日，幼儿园的10亩农耕园是孩子
们近距离接触大自然的“窗口”，园内养殖的鸡鸭、种植的蔬菜，
也直通孩子们的餐桌。此次举办“以书换蔬”特色主题活动，旨
在和孩子们分享园内时令蔬菜的同时，将孩子们的闲置图书收
集整理，搭建共享阅读平台。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通讯员 武雅倩 摄影报道

一小女孩遭遇网络诈骗，险被骗17万余元，办案民警提醒——

家长多讲反诈知识 避免孩子遭遇“围猎”
洛职学子路遇有人受伤，上演教科书式救援

“帮助他人是我们青年的分内事”
□洛报融媒记者 魏巍 通讯员 方楚

眼下，很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刷短视频，由于他们缺乏辨别能力，

成为诈骗分子的“围猎”对象。近日，我市一名小学生险些被骗走17万余元，

幸亏家长及时发现并报警。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案件有哪些常见类型？如

何避免被骗？昨日，记者采访了办案民警。

13日凌晨1时许，洛龙公安分

局古城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

其孩子遭遇网络诈骗，被骗17万余

元。涉案金额大，办案民警李玉博和

同事乔远高度重视，将报警人高女士

及其10岁的女儿豆豆（化名）带到派

出所，豆豆比较害怕，说不清事情经

过。民警一边安抚豆豆的情绪，一边

了解情况。

原来，平时高女士与爱人工作较

忙，豆豆由其奶奶照看。当晚，豆豆

玩平板电脑上网时，在网络平台上认

识了一名网友。对方以送游戏“皮

肤”为由拉近与豆豆的关系，了解豆

豆的家庭情况，然后自称是“公安民

警”，要求豆豆拿来奶奶的手机进行

操作，如果不照办将上门抓她，豆豆

被骗子的威逼利诱吓住了。

“豆豆的平板电脑上面有个

‘Facetime通话’功能。”李玉博说，

骗子利用该功能与豆豆视频通话，远

程遥控指挥豆豆绑定奶奶的银行卡，

进行转账操作。就在豆豆要把最后

一个验证码提供给骗子时，高女士恰

好回到家中，发现豆豆行为异常，及

时拨打了110报警。

当时，豆豆奶奶的银行卡里有

17万余元，一家人不清楚是否被骗

子转走，乔远和李玉博立即联系银

行客服对银行卡进行挂失。次日，

高女士查询后确认钱还在，这才松

了一口气。

前不久，栾川县小学生小磊（化

名）在某网络平台上刷视频时，刷到一

名主播，对方称扫码进QQ群，可以免

费领取“蛋仔派对”的游戏“皮肤”。

作为“蛋仔迷”的小磊立即扫码

加入了QQ群，在领取游戏“皮肤”过

程中，骗子又称需要用成年人的微

信领取兑换码，让小磊拿来母亲的

手机进行操作。就这样，小磊一步

步掉进骗子设计的圈套，结果游戏

“皮肤”没领到，反而将母亲的手机

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透露

给骗子，骗子将其母亲银行卡上的

2400余元转走。

与此同时，外地也发生不少类

似案件。比如，某市小学生小玲（化

名），在某网络平台上认识一个自称

是某“明星”的人，小玲刚好是这个

明星的粉丝，便添加对方为QQ好

友。对方将小玲拉进一个粉丝见面

会QQ群，表示以后可以参加追星活

动。随后，“明星”告知小玲获得了

一个新人奖励，礼品有明星签名、抱

枕及999元现金。紧接着，“明星”谎

称因违规向未成年人转款导致账户

被冻结，需要小玲配合激活验证，并

警告小玲不能将此事告诉他人。小

玲按照骗子的要求，偷偷用母亲的

手机转账38万余元。最终，当地警

方奔赴外地抓获15人。

网上结识“民警”，对方遥控指挥她进行转账操作

游戏“皮肤”没领到，银行卡上的钱却被转走了

骗子利用各种招数“套路”孩子，继而实施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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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换蔬”，为孩子们搭建共享阅读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