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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产权交易所公告
产权公告 接稿电话：0571-85311551专栏

杭州市拱墅区德胜路久盛巷4号1

幢部分房屋出租公告

项目名称：杭州市拱墅区德胜路久

盛巷4号1幢部分房屋7年租赁权

出租面积：约1140平方米

出租底价：533000元/年

信息披露截止时间：

2023年6月13日16时

联系人及电话：陈小姐 叶小姐

0571-85085559、0571-85085594

详情请登录杭州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hzaee.com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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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头像几乎一样
“好友”骗走9万元

“我后来发现这个高仿号微博名，比我朋友的多了个‘-’的符号，头像和

IP地址都一样。”李萱（化名）说。

5 月 18 日中午，李萱在微博上收到了“好友”的私信，对方称自己手机卡

换卡后旧卡被注销，让她帮忙验证微信。随后“好友”发来消息说，在某平台买

了一个包，不确定有没有预定成功，发来一个订单号，请求李萱帮忙和“客服”

发邮件确定。

“根据‘客服’要求，我发去预定人的名字和订单号。”随后，李萱就收到了

“客服”的回复，显示预定成功需要付尾款。此时，“好友”称自己网银支付不

了，让李萱询问原因。“客服”则解释是网银系统正在维护，需要 48 小时，但订

单有效期仅60分钟，可以换其他支付方式。

“我把钱转给你，你帮我代付一下。”“好友”要了李萱的银行卡号，迅速给

她发来一张转账截图，并表示是跨行需 2 小时到账，让李萱帮忙先付。在“好

友”的声声催促下，李萱着急转出了3万元。

此时，“客服”却表示，这个订单下有两个包，需同时支付才能出库，否则此

单作废，欠款不退。

“手滑多点了一个。”面对“好友”的解释，李萱无奈又付了3万元。但因为

来回沟通，“客服”称第2笔订单付款超时，需重新支付。李萱随后又付了3万

元，这样前后共转账了9万元。

直到当晚 7 点多，李萱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随后马上报警，但被告知钱

很可能无法追回。

手机卡银行卡身份证
千万不要随意出借

“这是典型的冒充熟人诈骗，其中关键在于这个假的汇款单截图。”杭州市

拱墅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民警王灵华说。

王灵华说，目前银行很少会出现延迟几小时才到账的情况。在该骗局中，

不法分子往往选在晚上银行休息的时间，为延迟到账找理由。

除了账户名、头像和简介外，为何高仿号的 IP 地址也和真实好友的一

致？王灵华分析，不法分子可能使用了更改 IP 的软件，此外还可能大量注册

了不同IP属地的微博号行骗。

王灵华表示，有不少人没有意识到手机卡、银行卡和身份证的重要性。王

灵华提醒，目前公安部门正在加大侦查力度，市民切勿随意出借手机卡、银行

卡和身份证。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所涉诈骗金额巨大，卡主可能会被按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追究刑事责任。

王灵华提醒，一般诈骗主要涉及几个环节，包括假图片、假网站、假链接、

假邮箱等等。市民如碰到这几个关键词，一定要警惕。如果意识到被骗，市民

要赶紧拨打110或96110，尽快封锁住对方账户。“因为一些特别巨大的金额，

对方转账有限额需要时间，有可能追回一部分。”王灵华说。

出门遛娃、外出旅行，门票是较大的一笔支出。价格

动辄三五百元的亲子主题公园，总让家长们觉得心疼。

“我们每次在做旅行计划时，都要打开各种二手交

易平台，去淘一淘低价门票。”一位资深的景区门票“薅

羊毛”宝妈说。

不过，近期已有多人在淘门票这件事儿上“栽”了

跟头，甚至被骗了不少钱。“六一”儿童节前，杭州市公

安局侦查中心公布一批利用“低价门票”为幌子实施诈

骗的案子。

想省480元
被骗3980元
小心低价门票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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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经常互动的“好

友”，突然在平台私信你，

称自己手机号不小心被注

销，微信和 QQ 登录不上，

请你帮忙验证微信。看着

熟悉的账号名和说话语

气，你会相信“好友”的遭

遇吗？

近期，网友小羽（化

名）向本报记者反映，自己

在微博上遇到了好友的高

仿号私信诈骗，对方从头

像到账户名和朋友的几乎

都一样。

据警方介绍，遇到微

博高仿号诈骗的案件不止

小羽一人，有不少网友也

遇到了这一情况。

微博高仿好友
私信请求帮忙
一帮“帮”走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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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好友

本报讯 李女士近期本打算带着家人去杭州长乔极

地海洋公园游玩。按照海洋公园的门票售价，一张成人

票需要360元，三张大人票总额为1080元。

李女士想省点门票钱，就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搜

索“低价票”。找了半天，一个卖家挂着 200 元一张的门

票让李女士有些心动。她联系了商家，对方表示自己是

海洋公园的内部员工，称可以拿到“内部优惠”。

李女士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了身份信息和电话号码，

并转账支付 600 元。不过，卖家还要求李女士通过在某

支付平台上充值Q币的方式支付500元押金。

不久，卖家以 Q 币没有到账为由，让李女士先到现

场买票，之前交的费用会予以退还。在此后的沟通过程

中，一来一回，李女士又向卖家转了约 880 元，累计达到

了1980元。

当天下午，有人通过电话联系李女士，声称可以退

钱，并在添加了李女士的QQ后，向她发送了正在退款的

截图。

“截图上的金额是 3980 元，可我实际支付的金额才

1980 元。对方说他搞错了，让我把多余的 2000 元差价

还给他。于是按照对方要求，我通过 QQ 发给他 10 个

200元的红包。”李女士说。

对方收到这笔钱后很快将李女士拉黑，李女士方才

醒悟被骗，但为时已晚。

李女士及时报了警，而她并不是第一个被此类套路

骗的人。

杭州市公安局侦查中心会同萧山分局侦查打击部成

立工作专班，并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经初步审讯，嫌疑

人以北京环球影城、上海迪士尼乐园、广州长隆野生动物

世界等热门景点低价门票为幌子，成功实施诈骗上百次。

警方提醒：家长带小朋友出门游玩期间，一定要从正

规渠道购票，千万不要轻信网上的“低价票”“内部票”“折

扣票”等信息；即使在正规二手交易平台购买门票，如果

涉及平台外交易的，千万不要轻易转账，更不要将个人的

身份证、手机号码、银行卡等信息轻易发给陌生人；如果

发现被骗，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10 报警，并保留交易记录

和聊天记录等证据。

本报记者 谢春晖 通讯员 余城圆 何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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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低价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