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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部分人取钱都是通过 ATM 机操

作。插卡，输入密码，取钱，拔卡——一气呵成，

ATM 机的便捷显而易见。但有的马大哈，取

了钱却忘记拿卡。

今年 2 月，着急用钱的温先生来到下沙松

乔街附近的某银行 ATM 机内取款。取款后便

匆忙离开，却大意地将银行卡遗忘在 ATM 机

内。

就在温先生走后不久，严某也赶来取钱。

“我卡插不进去，结果发现里面有一张卡，密码

也输好了。”发现温先生遗留在 ATM 机上的银

行卡后，他一时起了贪心，将卡内的 16000 元

取走。

发现卡内钱被取走后，温先生第一时间报

了警。随后，通过视频监控，严某很快就被公安

机关抓获。

严某以为这种行为和在大街上捡钱差不

多，只要把钱还回去就没事了。其实，他的行为

可能会构成盗窃罪。

开发区检察院检察官解释说，严某的这种

利用他人处于取款状态的银行卡进行取现的行

为，可能会构成盗窃罪。“因为已输好密码等待

取现的银行卡等同于现实的财物，输入取款数

字的行为，是一种自认为不被发现(秘密)的方

式直接窃取财物的行为，符合盗窃罪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并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特征，只要达

到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便构成盗窃罪。”

而根据《刑法》第 264 条的规定，犯盗窃罪

数额较大的，将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

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所以呢，检察官再次提醒大家，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在取款时若发现他人遗忘或丢失的

银行卡，请及时交给银行或者民警，切勿因一时

贪念走上犯罪道路。

本报记者 杨渐

通讯员 金凯剑

取钱时大意忘记拔卡
下沙一男子损失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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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大幕拉开，各大电商开始铺天盖地向消费者进行“轰炸”，各种促销、发红包、中奖等

活动逐渐多了起来。殊不知骗子们也在摩拳擦掌，试图趁机大捞一把。

今年的“双十一”有什么要警惕的骗局？“剁手党”如何擦亮眼睛不被“坑”？下面，警方梳

理了几个常见的骗局，希望大家看仔细，在买买买的时候绕开这些坑。

预售是今年“双十一”被

普遍采取的营销方式，很多商

家会通过短信将新品预售信

息发给自己的老顾客，这也给

骗子提供了方便。不法分子

会以“预购”、“限时购”、“预先

降价”等为诱饵，通过即时通

讯软件或手机短信发送包含

木马的链接，点开后木马病毒

就会植入手机，窃取用户信

息。此外，还有不法分子会在

所谓的“预购活动”上动起了

歪脑筋，骗取消费者的定金。

民警提醒：网友可以对短

信的真伪进行初步的鉴别，诈

骗短信一般会采用简繁体混

合、刻意添加空格、符号等手

段逃避拦截，正规的商家不会

出现这种情况。对于手机中

的不明链接，不要轻易点开。

预售骗局预售骗局

“双十一”将至，各大电商

平台都会给消费者派发红包

或优惠券，微信和微博中各种

类 型 的 诈 骗 红 包 也 悄 然 滋

生。这些红包骗局有要求关

注分享的、有要求填写个人信

息的、有暗藏木马病毒、还有

抽中“大奖”需要支付邮费的。

民警提醒：一些不法分子

正是抓住网友贪图小便宜的

心理，红包骗局才大行其道。

“双十一”抢红包和优惠券固

然重要，但要警惕这类骗局

哦。

抢红包骗局

有不法分子冒充快递公

司，谎称网友的包裹里面有违

禁品，并给网友留下所谓公安

局的电话，要求网友与之联系，

而该公安局的电话事实上是骗

子利用改号工具伪装的假号

码。接着，自称警察的骗子会

以“须到银行查账以核查资金

流水信息，否则就要来抓人”为

由恐吓网友。如果网友按对方

要求在ATM机上“核查”，银行

卡里的存款就会被转走。

民警提醒：如果接到电话

声称邮包有违禁品，紧接着有

“警察”来电恐吓的，切勿轻

信。不法分子在电话中会表

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平，如使用

专业术语、不出现反问句、对问

题给予明确答复等，待受害者

放松警惕，就会强调如不及时

处理会出现严重后果，继而套

取敏感信息。遇到此类情况，

可直接拨打110咨询求助。

包裹有问题骗局

有部分不法分子冒充电商

商家，以在“双十一”前提高店

铺销量、信誉度、好评度为理

由，称需要雇佣兼职人员刷单

刷信誉。有网友见刷单操作简

单、回报丰厚，就去应聘。在这

种情形下，网友往往抱着试试

看的心理，先刷金额小的，而骗

子为了骗取信任，会在约定时

间及时连本带利返还，但同时

会提醒网友，如果想要多赚钱

的话就得刷大单和连单。待网

友支付高额钱款后，骗子就称

系统被冻结，无法返还款项。

民警提醒：网络寻找兼职

赚钱的人逐渐增多，网络上各

类兼职招聘广告也层出不穷，

其中就包括很多骗子投放的

广告。上述是典型的刷单返

利骗术，切勿轻易尝试。

刷单返利骗局

不法分子冒充各大电商

平台的客服或店家客服，来电

声称购物失败、订单失效等需

要办理退款或取消交易，骗受

害人转账汇款。骗子们为了

增加可信度，都会给一个 400

开头的客服电话，而一旦用户

拨打该电话便会陷入骗局，造

成严重的财产损失。

民警提醒：对各类支付异

常、需要退款的信息要保持高度

警惕，不要轻易将自己的网络账

号、信用卡账号、密码、验证码以

及卡面信息泄露给陌生人。

网购失败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