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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大学生接“警方”电话
称其“洗黑钱”300万

近日，大学城安徽某高校学生小军

报案称，接到一个自称是公安局陈警官

的电话，说其身份证涉嫌账号洗黑钱，

金额达到300多万元，要将小军所有银

行卡里的钱冻结。

涉世不深的小军被吓懵。在得知对

方可以跟上级领导汇报，替小军申请一

个账号，将钱转到该账户便安全时，信

以为真的小军先转了8000元，后转了

2100元。

待10100元成功转入对方指定账户

后，不到两小时，小军就再也联系不到对

方，小军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案例二：
老总贵重物品遗失
办理“担保函”被骗

日前，省城市民钱女士报警称，她按

照一航空公司客服人员提示，办理担保

函，结果银行卡内的2601元就被转走了。

原来，钱女士所就职的单位老总乘坐

昆明某公司航班到合肥，发现将自己的一

个贵重眼镜遗失在飞机上。随后，钱女士

在网上找到该公司电话，号码为：400****

009。一位自称工号为1168的男子接听，

对方让钱女士拿一张银行卡到银行ATM

机上打担保函，后凭担保函邮寄眼镜。

于是，钱女士按照对方提示操作，结

束后发现银行卡里2601元现金不见了，

对方称钱在系统内冻结，让换另外一张

银行卡操作，这时候钱女士发现被骗了。

案例三：
冒充朋友亲戚借钱，男子遭骗2万元

日前，省城市民陶先生报案称，接

到一个陌生电话，以为是自己朋友孟总

的弟弟，被对方骗走2万元。

据陶先生描述，对方在电话里显得

与陶先生关系很熟，并说经常听哥哥提

起他，最近手头缺钱，让陶先生先汇2万

元过来，并承诺当天晚上就还钱。

陶先生也没有进行核实，挂上电话

后将2万元汇给对方。当晚上18时，他

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孟总，对方又打电

话给自己弟弟求证，结果发现并没有借

钱，手机号码也不对。

分析：
新型电信诈骗转移网络
受害者日趋年轻化

简单的骗术，为何能屡屡得手？在

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治安大队大队

长吴健看来，市民对此类犯罪的不敏

感、缺乏警惕性，以及贪婪心作祟是导

致犯罪分子得逞的直接原因。

吴健说，比如对方在冒充公安人员

时，受害者多问对方几句，比如对方的

单位、职务、办公地址等，或直接前往公

安机关进行询问此事，这些做法都会大

大降低自己被骗的概率。

另外，冒充公检法的诈骗伎俩是近

年来最常见的，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段也

开始出现，如淘宝退款、网络投资加盟

诈骗、担保函诈骗等等，吴健告诉记者，

如今新型电信诈骗开始向网络转移，受

害群体也因此趋于年轻化。

星报讯（记者 王涛） 省公安厅经侦

总队日前发布预警信息，请广大群众警惕

以办理高额信用卡为由的诈骗。

2014 年 7 月，蚌埠固镇县郑某在

手机上看到平安银行办理信用卡业务

的小广告，广告称免审查收入证明，无

需担保可以快速办理高额授信额度信

用卡。郑某即发送短信询问办理信用

卡事项，对方让郑某通过转账的方式

汇了 500 元订金，后郑某按照指示往

对方提供的账户内汇款。几天后，平

安银行通过顺丰快递给郑某寄来一张

信用卡，郑某拿到信用卡后，按照要求

往账户内打 21000 元钱，用来激活平

安银行信用卡，后郑某发现信用卡不

能使用，是一张假卡，拨打对方号码一

直关机。

警方提示：银行办理信用卡需要严

格的审批手续，不会通过网络小广告和

熟人介绍的方式办理，而且办理信用卡

需要通过银行的官方电话进行激活，不

需要任何费用，提醒广大群众不能通过

不正规的途径办理信用卡，如需办理信

用卡可以通过银行官方网站或柜台咨

询办理程序，切勿相信网络上办卡的小

广告，谨防上当受骗。

警方揭秘电信诈骗新手法

电信诈骗转移网络，受害者日趋年轻化

几天前，省城一女子致电星报热线，称接到
“邮政局”电话，称其收到的包裹里藏有毒品，她
依对方指示冻结银行卡时，被骗走5000元。

类似的电信诈骗层出不穷，如今的受害群体
更是趋向年轻化，简单的骗术，为何能屡屡得
手？8月23日，记者采访合肥警方，揭秘电信诈
骗的惯用手法，为市民支招防范。

张婷 记者 王玮伟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高峰期，海量招聘信息涌向各类毕业生。然而，在形形色色的职
业招聘中暗藏着不少“陷阱”。日前，合肥市劳动监察支队为求职大学生们总结了5类最常见的
招聘骗局以及应对方法，提醒正在求职的大学生们多加注意，谨防上当受骗。

记者 祝亮

办理高额信用卡为由
进行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