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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民生

6 月 17 日下午 3 点半左右，杭州清波派

出所接到市局反诈骗中心的电话，反映家住

柳浪新苑的华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诈骗。

派出所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直奔事主家

中，另一路在小区周边银行的 ATM 机附近

寻找事主，希望第一时间制止她转账。

华阿姨 50 多岁，当民警赶到她家时，她

神色慌张。民警问她是不是接到了电话，遭

遇电信诈骗，华阿姨却坚决否认，不相信眼前

的警察是真警察。

民警只好出示证件，并耐心地告诉她这

些套路都是诈骗。华阿姨这才说出真相，民

警一听：还是老套路，老骗局。

原来当天中午 12 点半，华阿姨先后接到

来自杭州、武汉的电话，说她今年 3 月份在武

汉办的信用卡累计消费 200 万元，牵涉到的

受害人有 10 多个，要她去武汉自首，然后让

她把 100 万元转到安全账户名下。“虽然看到

过防电信诈骗宣传，但是当我看到网上真的

有我的通缉令后，我被吓到了。”

跟华阿姨类似，家住南星辖区的朱阿姨

差点被骗了360万元。

朱阿姨今年 50 多岁，拆迁获得了一笔

钱。6月19日她也接到了来自湖北武汉的电

话，对方自称是武汉公安局的民警，同样说朱

阿姨涉嫌犯罪，并上传一张通缉令给她，要求

她将卡内资金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调查。

骗子还让朱阿姨不要听信任何人的话，

让她去外面住宾馆，通过电话沟通，教她怎么

操作。幸亏南星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宾馆，

阻止了朱阿姨的汇款。她那张卡里可是有

360万元啊。

本报记者 陈锴凯

通讯员 程建喜 罗永此

电信诈骗老套路，杭州阿姨差点被骗360万

请骗子集体回答11个问题
让人过目不忘

昨天下午，记者赶到台州市公安局时，“网上公安”的视频

制作小组工作人员小项和小谭正在赶制视频。

小谭告诉记者，他们意识到传统的以案件为主线的提示性

宣传，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就想，能否把复杂的分支都过滤

掉，就留下些“精华”的内容，时间不长，但却能“触目惊心”，让人

过目不忘。经过讨论，他们决定用最简单的问答模式来呈现。

“我们设置的问题也是经过多次讨论的，最终设定了 11

个问题。每个问题，一定程度上都能反映和电信诈骗有关的

关键点，并且这些问题有递进关系，通过层层深入，揭示诈骗

的本质所在。”

这11个问题分别是：

你今年多大了？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干这行多久了？

一天要骗多少人？第一次骗人的时候慌吗？骗局有事先设计

吗？有被识破过吗？文化程度如何？你觉得被骗的人的智商

如何？他们为什么被骗？怎么做才不会被骗？

骗子套路惊人地一致
行骗方式并无技术含量

参加这次拍摄的，是近两年台州公安抓获的电信诈骗案

件涉案人员，目前被关押在台州各个县（市、区）的看守所里。

民警们一共拍了几十名涉案人员的视频，从中选出讲得

最完整和具有代表性的人员的视频作为素材，进行剪辑和拼

凑。“从设计、拍摄再到剪辑完成，前后花了一个月。”

小谭表示，当把这些问题的答案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多

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了。“我们发现，尽管视频里出现的这些

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但表述的内容却惊人地一致。这说明

骗子的套路其实都差不多，行骗的思维和方式都如他们自己说

的那样，都是照本宣科照着文案念的，并没有多大技术含量。”

民警揭秘电信诈骗套路
不信不贪不急就不会上当

台州市公安局的沈警官告诉记者，电信诈骗案件，归纳起

来有三种套路。

“一种就是套取你的信任，让你觉得他可信，愿意把钱投

给他或者借给他；还有一种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告诉你中大

奖了，奖金几十万几百万，或者说你有退税或者津贴补贴，让

你付几百几千手续费，结果有些人眼红，就被骗了。”

沈警官表示，一般这两类骗局，骗走的金额都不会太大，

几百几千的居多。而第三种诈骗电话，利用大家的恐惧心理，

往往会导致受害人倾家荡产。

“比如骗子冒充法院或者公安人员，打电话给受害人称对

方涉及一桩大案，讲得很严重，让受害人当时就吓懵了，然后他

让受害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将账户里的钱转移到他们提供的安

全账户里接受调查。很多不知真相的人往往会把自己所有的

钱财都转移过去，结果被骗。”沈警官提醒，对于电信诈骗案

件，市民防止上当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轻信，不贪心，不着急。

“要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也要相信不可能自己平白无故就牵

扯进什么案件，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避免上当受骗。”

本报讯 6 月 20 日晚，廉政婺剧《徐文

清公》走进杭州剧院。千余名党员干部、群众

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既感受到婺剧这一

传统文化之美，又集体接受了一次廉政文化

教育。

廉政婺剧《徐文清公》是一部为推进义乌

“清廉商城”建设而创作的戏剧作品，由义乌市

委、市政府出品，市纪委、宣传部、文广新局联合

监制，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演出。作品以

历史记载的义乌南宋廉吏徐侨的几个真实故

事为基础，以“谏君”“减赋”“惩贪”“赈灾”“拒

敌”“归隐”为主体事件，塑造了一个心系黎

民、不畏权贵、反腐惩贪、廉洁自律，以实心行

实政的古代清官形象。自去年 8 月公演以

来，至今已在义乌、金华等地演出20多场，广

受好评。

在当晚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观众不时

被精彩剧情感染。杭州市的一名纪委干部评

价说，徐侨朴素的为官之道、满腔的为民情

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当今党员干部

而言是一次以古喻今、震荡灵魂的镜鉴和洗

礼。江干区凯旋街道锦绣社区工作人员孙炳

祖认为，通过婺剧这样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

形式进行公开演出，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是

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

据义乌市文广新局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廉政婺剧《徐文清公》赴杭公演，得到了省纪

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以及金华市委、纪

委的重视与支持，“希望通过汇报演出，征集

专家和广大戏迷、观众的意见建议，不断提高

创作艺术水准，使之成为全省廉政文化建设

的一张新名片，凝聚起建设清廉浙江更大的

精神力量。”

通讯员 陈华栋 本报记者 龚望平

廉政婺剧《徐文清公》在杭州公演

本报记者 陈栋

从事电信诈骗活动的人，除了在电话那头有根有据地告诉你该怎么做外，

是不可能露脸的。不过昨天，在一段 3 分 17 秒的微视频里，多名骗人无数的

诈骗犯集体露脸。一天要骗多少人、骗局是不是事先设计过的⋯⋯同样的11

个问题，不同的诈骗犯，表述惊人地一致。这段由台州公安制作的微视频，一

经发布就在网上火了，被网友称为神作。

骗子自白：我是怎么骗人的
台州公安拍的这段视频火了
11个问题请骗子“集体回答”，他们的表述惊人地一致，套路都差不多

清波派出所民警给华阿姨讲解骗子的套路。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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