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法剖析：

去年，家住香洲区的张
女士（化名）在家闷着无聊，
就在某婚恋交友网站上注
册了会员。没多久，一名叫
李金礼（化名）的男子主动
提供了微信号。成为微信
好友后，两人相互作了一番
自我介绍。李金礼告诉张
女士，他是个软件工程师，
所在公司主营彩票网站的
系 统 维 护 工 作 ，总 部 在 香
港，他在珠海这边的分公司
上班。

之后的几天，两人也没
怎 么 交 流 ，更 未 曾 视 频 通
话，或者线下见面。这一段

“缘分”仿佛就这样过去了，
直到一星期后，李金礼首先
打破了沉默。“我现在在香
港出差，但是有个博彩网站

需要你帮忙操作一下，几分
钟就好。我在办公室，人多
口杂，不想让那群同事知道
这个赚外快的机会。”随后
李金礼向张女士提供了博
彩网址，以及该博彩网站会
员的账号密码。张女士也
没耽误，立刻登录会员，按
照要求进行操作。不多时，
账户内的 30 万元人民币变
成了 33 万元，张女士便将
结果告诉了李金礼。

第二天，李金礼以相同
的理由再次请张女士帮忙，
并不断吹嘘这是个赚外快
的好办法：稳赚不赔、机会
难得、漏洞随时消失……在
李金礼不断劝说诱导下，张
女士终于动摇了，当日下午
便注册了会员。通过咨询

客服，张女士收到了一个银
行账户，并按要求打入 3.2
万元，操作后变为 3.5 万余
元；晚上又投入 5 万元，操
作后变为 6.25 万元。而此
刻账户内的资金，都可以提
现，让张女士更加认可了这
个赚外快的“好办法”。

之后的两天，张女士分
别又投入了 10 万元、20 万
元，效果都不错。此时的张
女士，差不多完全放下了心
中 的 戒 备 ，准 备 来 一 票 大
的。注册会员的第三天，张
女士投入 97 万元，其好友
周 先 生 投 入 160 万 元 。 到
了晚上，两人准备提现，客
服却告诉他们系统出现故
障，次日中午可提现。已经
完全放下顾虑的张女士没

多 想 ，次 日 上 午 又 转 入 50
万元，想着一起提现。

但次日下午3时30分左
右，准备登录博彩网站的张
女士发现，博彩网站突然关
停，里面的钱亦没法取出。
手足失措的张女士这时想
起来了李金礼，却不曾想得
到了这样的答复：“大事不
好！网站被查，博彩系统也
关停了。公司可能顺着漏
洞一路追查，牵连到我，无
奈我只得清空你我间的微
信聊天记录并删了你。钱
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与老板
的关系，定能帮你拿回来。
手机我马上就丢到海里了，
待过两天回到珠海我再联系
你！”此时，张女士才发现被
骗，赶忙向警方报案。

骗术二：交友投资类诈骗

网络交友被“套路”
投资“博彩”损失数百万元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不断翻新

警方提醒市民擦亮眼睛谨防“中招”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相信每个人都是深恶痛绝的。记者近日从珠海警方获悉，今年1-3月，全市公安部

门刑拘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80人，同比去年立案数下降16.85%、刑拘数上升11.1%。警方在办案中发
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在这些案件中，办理贷款类、交友投资类、网络购物类、兼职刷单类、冒充领
导/熟人类、冒充公检法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呈高发态势，在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中占比较高。

为了进一步提高群众防范意识，珠海警方从今日起在本报推出“电诈防火墙”系列报道，以案说法揭露
诈骗手法，提醒广大市民擦亮眼睛，谨防“中招”。敬请垂注。

今年 2 月的一天，珠海
市高新区的王先生（化名）
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子的
电话。女子自称是某银行
负责贷款业务的工作人员，
她表示王先生在该银行有
一笔 20 万的贷款已经审批
通过了。当时王先生想了
想，自己并未申请贷款，但
由于手头上正在忙就让该
女子过两天再打电话过来。

过了两天，王先生再次
接 到 了 自 称 该 银 行 的 电
话。这次，对方的身份已变
成了李科长。这位李科长
自称需要核查王先生的个
人身份信息以及银行卡账
号，待确认无误后，银行会
有新的工作人员联系王先

生。听闻对方确实知道自
己的相关信息，王先生便真
的以为自己多了一笔贷款
可以使用，能用白不用。

半小时后，该银行工作
人 员 果 然 又 打 电 话 过 来 。
工作人员表示要发一条短
信给王先生，需要他告知动
态码。毫无戒备之心的王
先生在对方接二连三的话
语圈套之下，将动态密码告
诉了对方。接着，王先生就
收到了一条短信，上面显示
自己的个人账户支出了 2
万元。紧接着，电话那头的
工作人员又声称这 2 万元
是过账用的，马上就会转回
两笔 9999 元到王先生的账
户。不一会儿，王先生确实

收到了工作人员口中的两
笔钱。

正当王先生疑惑之际，
之前打过电话的李科长又
打电话过来。这次她告知
王先生，由于王先生是第一
次在他们银行贷款，要过账
激活。激活的方法就是分
别转两笔 9999 元到他们财
务的账户上，而这些激活的
费用最后都会返回到王先
生的账户。王先生因为前
面收到了对方的钱款，也没
多想就照办了。

原本以为就这样激活
了 20 万的贷款，没想到“李
科长”又告诉王先生，由于
网络超时需要再转一次，无
奈的王先生只好再次转了

两笔 9999 元。王先生心想
这下应该成功激活了吧，没
想到对方又说网络超时还
是没有成功激活。

就 这 样 ，对 方 利 用 网
络超时这个借口前前后后
让王先生转了十多万元到
自 己 账 户 。 直 到 最 后 ，对
方 说 成 功 激 活 了 ，并 表 示
两小时后会放款，除了 2.4
万 元 利 息 以 外 ，将 退 回 其
他 资 金 给 王 先 生 ，然 后 挂
了 电 话 。 过 了 两 小 时 ，王
先 生 并 没 有 收 到 钱 ，便 打
电 话 过 去 询 问 ，对 方 却 一
直没接听电话。直到对方
三 个 电 话 号 码 都 关 机 了 ，
王 先 生 这 才 发 觉 被 骗 ，于
是赶紧报了警。

骗术一：办理贷款类诈骗

“山寨”银行职员打电话放贷
高新区一男子被骗十余万元

文／本报记者 宋一诺 通讯员 张军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贷款的名义，实
则为诈骗。这些不法分子号称没有申请
门槛，只需提供身份证以及本人照片，但
是在发放贷款时，会以手续费、征信费、
认证费等名义，将大家的贷款克扣掉很
大一部分。等大家还款时，却发现利息
与本金已经变成了一笔巨款。当受害人
在网站或平台上填写个人相关信息后，
骗子会通过其他渠道截取到此信息，随
后再主动与受害者取得联系，并称已经
接收到申请者的信息，完全不需要再填
写任何材料就可以帮忙操作。随后骗子
们以需提前支付利息、保证金、证明还贷
能力等为由多次要求其汇款，实施诈骗。

办理贷款应选择国家正规金融机
构，切忌心存侥幸，不要轻信在网上或
广告上看到的所谓的“无需抵押，无需
手续费，免费贷款”等信息。办理贷款
时，当对方要求事先支付任何形式的资
金时，要特别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警方提醒：

骗子往往通过网络交友或相亲网
站，编造出“高富帅”或“白富美”等虚
假身份，通过与受害者进行网络交流
骗取受害者信任。在确立交往关系
后，骗子选择时机介绍受害者加入实
质为诈骗平台的赌博、投资等网站，通
过操控网络平台的后台数据骗取受害
者的财物。此类假平台，正是不法分
子利用专业知识搭建的虚拟投资网
站，借用互联网金融新兴概念以及当
下的金融热点进行炒作，打着理财的
幌子，致使受害人上当。

手法剖析：

网络交友中要谨慎，不要被对方
迷惑而进入对方介绍的赌博、投资等
网络平台操作。这些平台的后台数据
其实都是被诈骗团伙控制的，也许最
初会有所盈利，待引诱受害人投入更
多资金再行诈骗。

警方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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