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文伊的澄清只停留在文字上，那么，

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悦为“证明自己”

不仅要“视频验证”，还要接受“他人随机求证”。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10 月 19 日，刘悦

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讲述了几个月前发生的

戏剧性一幕。

原来，今年 3 月，

刘 悦 受 委 托 人 陈 妮

的 请 求， 向 曾 经 购

买 陈 妮 房 屋 却 尚 未

偿还剩下 2000 余元

尾款的唐倩（化名）

发 放 律 师 函， 以 便

在 双 方 走 法 律 程 序

前能协商解决。

“因距 双方达成

房屋 交 易已有近 两

年，委托人也是无意

中发 现 当 年 的尾 款

还未结清。不过，由

于唐倩换了手机号，

委 托 人一直 联 系 不

上，这才找我求助。”刘悦说，当自己好不容易

联系上唐倩后，结果一句“我是律师 XXX，现

通知您尽快领取律师函并协商”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挂了电话。

刘悦再次致电，不想，唐倩反唇相讥：“拜托！

‘律师’，房子我都买来快两年了，交易早结束了，

哪还有尾款，你要骗人也得先打听清楚！”

无奈，刘悦直接把自己的身份证拍照发给

了唐倩，并回复 ：“你加我微信好友，如果你不

信可以跟我视频，我要真是骗子，你可以报警。”

然而，当双方视频时，唐倩又起了疑心。“当

时我正在律师事务所，视频时，我周边有不少

同事走动。结果，原本聊得好好的，她突然要

求我走出单位，还说只要我通过一次测试，她

就相信我的身份。”

刘悦只得照做。谁想，刚走出单位，唐倩

就在视频中连喊：“停停停！你旁边站着的保安

名字叫什么？”

突如其来的提问让刘悦愣住了，“谁记得每

一个保安的姓名呢？”好在，刘悦灵机一动，

连忙拉来保安，要对方对着视频里的唐倩解释

“刘悦的确是律师，而且一直在这上班”。好一

番折腾，这才最终获得唐倩的信任。 

之后，刘悦才得以顺利地将委托人希望调

解的过程完整叙述。“后来，双方协商达成一

致后，唐倩曾当面跟我说，其实我在提出微信

视频时，她就已经相信我是律师了，毕竟骗子

不会这么执著，光盯着一个人骗。只是，为保

险起见，她才临时提议找大楼附近的人‘认脸’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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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一条来自法院的通知”“我不信”

法官总被当骗子，辨别真假有路子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供图：受访者

“你好，我是 XX 法院的法官，现通知你尽快处理……”当接到这样的电话，大家的第一反应是怎样的？
想必大多数人会选择——挂电话！还要骂一句，无聊的骗子！

近日，益阳沅江市人民法院女法官就发朋友圈吐槽了自己的经历——给需要出庭的当事人打电话，十
次电话传讯，竟有九次被人当作骗子，话还没来得及说完，电话就被挂断。

如今网络信息发达，打电话、发信息通知当事双方出庭，也早已是法院的常规动作。可是，法官该如
何让对方相信自己不是骗子？而当大家接到这样的电话时，又该如何分辨真假呢？ 

假冒法院行骗？
识别有妙招

一面是法官的频频“求

相信”，一面是当事人多渠道

“求证明”……那么，法院打

来的电话与普通诈骗电话有

哪些区别呢？我们又该怎样

辨别？10月20日，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联系上长沙市公安

局雨花分局圭塘派出所民警

谢伟，请他支支招！

“谎称自己是法官的行骗

人往往绕一大圈都会回到转

账的话题。”谢伟表示，最常

见的诈骗电话都会以威胁的

态度来恐吓接听者，比如“必

须限期领取法院传票，否则

后果自负”。接着，还会以“交

存保证金的名义”要求接听

者转账等。

虽说法务工作者可能也

会要求接听者汇款，但绝不

会强制限定付款方式，不会

指导接听者通过 ATM 机、网

银、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

平台等进行具体操作。需要

指出的是，法务工作者可能

会在电话中核实当事人的个

人信息，但绝对不会要求接

听者提供验证码短信、网上

交易验证码等信息，“这些信

息并不是法务工作者进行审

判、执行工作所必需的，但

恰恰正是骗子极力想骗取的

东西”。

谢伟提醒，行骗人为了

在短时间内迷惑接听者，可

能会把虚假的法律文书通过

手机、电子邮件、传真等方

式发送给接听者。这些所谓

的“裁判书”“执行书”往往

挂上法院的名头，甚至还有

假冒的公章，乍一看十分唬

人。但法院一般不会通过发

传真、发邮件来送达判决书、

裁定书、调解书。

所以，如果接到该类电

话又无法甄别真伪，可以选

择邮寄送达，如果当事人对

法院来电产生怀疑，可以通

过法院网站或者114 查询法

院电话查证。

“您好，请问你是 XX 一案中的受害人 XXX 吗？我是长沙

县人民法院福临法庭的执行法官文伊。目前，被告人已将涉

案的钱款退回来了，十个工作日内，我们将给你送去涉案执

行款，请准备好自己的证件，并等候通知领取……” 

“骗子！滚！”

 明明是通知领钱的好事，但话还没说完就莫名被当成骗

子，反遭痛骂。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估计都得气炸，但对

于在长沙司法界坚守了近 16 年的文伊来说，40 岁的她依然

耐着性子再次致电对方沟通。

“法庭审理案件涉及的原、被告，从通知拿传票到提醒开

庭再到发放判决书，催领、催缴涉案款项，都要由我们来一

一通知。如今，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比以往强了不少，而且

因为电信诈骗的手段多种多样，导致市民的警惕心较强，所

以被误认是骗子的情况算是经常遇到，都已经习惯了。”在文

伊的印象里，两年前的一次催领债款，她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着实花了不少心思。

 10 月 19 日，文伊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回忆，2013 年，

家住长沙县的小洋（化名）因朋友借款不还，遂向法院起诉。

最终，法院判决小洋胜诉，并要求其朋友即时偿还欠款。不

成想，当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时，由于小洋的朋友所提供的地

址信息造假，导致案件一时进展困难。不过，法院在一次专

项行动中得到了线索，并成功找到欠债人，最终拿到了这笔

债款及利息。

可 让 文

伊没想到的

是， 在 通 知

小洋到法院

领 钱 时， 却

阻碍重重。

文伊 说，

她首次和小

洋沟通时却

被 对 方骂了

一通。“说是

‘欠我钱的人

我都找不着，你能找着？行！那这钱我不要了，留着给你买棺

材吧’。”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

得知自己被误认为诈骗犯，文伊随后又将自己的工作证

拍照，并发彩信给了小洋。结果，对方却久久没有回复。再

发短信催促，却反被小洋狠狠“鄙视”了一把。“证件做工挺

精细啊，毫无 PS 痕迹，在哪伪造的啊，要不要我带警察一

起来观摩学习？”

“我真是法官，不信的话，我可以带上案件材料亲自去你

家，让你当面验明身份！”无奈下，文伊决定亲自上门以示清白。

可这回，她的积极澄清却又被视为“盗取住址信息，趁家里

没人来行窃”。

连着发送 10 条短信“验明正身”，却依然无法取得信任，

文伊最终只得致电小洋所住小区的物业公司，由此向小洋转

达要他来法院领钱的消息。直到这时，小洋才相信了。

文伊说，很多时候，因为一个案子结束了很久才有结果，

当事人往往早已不抱希望，“时隔很久再致电，大家都有了防

范之心，被当成骗子的几率就很大了”。 

法官打电话“送钱”，
反被对方痛骂01 误将律师当骗子，

微信视频验身份02【民警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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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伊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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