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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 7元赔 7万，长沙一女子遇“老友”骗局
因交情爽快“刷单”，因大意被迫“埋单”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张秋盈 视频：周纯梓

多年不联系的“老友”突然发来
QQ 信息，请求帮忙刷单、刷好评；碍
于面子答应后，在网购平台购买了一
件价值 105 元的衣服，不到 5 分钟，
对方就用支付宝向她的账户转账 112
元——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到 7 元
佣金？今年 6 月，这样的“好事”就
让长沙市民陈韵琳（化名）给遇上了。
想着既能做人情又能赚零花钱，她一
晚上连续刷单 10 笔，在“老朋友”提
供的网购平台，支付了共计 70624 元。

谁知，再次点开链接，网购平台“消
失”了，连“老朋友”的 QQ 也不见
了！ 7 月 1 日，陈韵琳找到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希望用自己的遭遇提醒大

家，千万不要陷入“刷单骗局”。

帮“老朋友”刷单，钱付了店没了
“7 万多元已经支付成功，可如今店没了，人也跑了！”

7 月 1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见到了一脸惆怅的陈韵琳，

短短 20 天时间，她频繁求助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派出所，

希望警方能帮她追回这笔“信用卡透支款”。

原来，6 月 10 日晚，在家休息的陈韵琳突然收到一位“老

友”发来的 QQ 消息，请她帮忙在网购平台刷单刷好评。

“老友”姓曾，是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尽管多年未见，

但互加了 QQ 好友的两人偶尔也会在网上聊几句。早在

2016 年，陈韵琳就帮另外一名开网店的朋友刷过单，所以

这一次，老同事请帮忙，她并未怀疑。

陈韵琳说，同意刷单的邀请后，对方给她介绍了另外

一位网名为“许芸”的 QQ 好友。

好友添加成功，“许芸”给陈韵琳发来了一套刷单的操

作流程和链接。为了取得陈韵琳的信任，“许芸”还发来

身份证、工作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其中营业执照显示，

其公司为“玩转有限公司”。

陈韵琳点开链接，页面显示了“京东”网购平台上一

件售价为 105 元的衣服。但是，对方并未要她直接在页面

下单，而是给了她一个付款二维码。想着“老友”是开网

店的，她信任地通过二维码支付了105 元。过了5 分钟左右，

一个账户名为“勉峰”的支付宝账号就给她转回了112 元。

“许芸说，7 元是帮忙刷单的佣金。”陈韵琳说，顺利

刷单后，“许芸”又给她派了几单任务，并告诉她“刷满三

单才能给回款”。陈韵琳又扫码支付了三笔钱，分别为 460

元、458 元和 2499 元。

    操作简单，回报率高。就这样，陈韵琳在“许芸”

的指导下，一共用支付宝付款转账 10 笔，共计 70624 元。

因为数额较大，陈韵琳都是透支的信用卡。前几笔刷单都

很顺利，直到最后几笔大额的刷单，却一直没有收到对方

的回款。

陈韵琳赶紧在 QQ 上联系“许芸”，可没想到，“许芸”

不见了，连“老友”的 QQ 号也没回应了——两人都将她

列入黑名单，连聊天记录都看不到。再去支付宝上联系

回款的转账账户，也显示“无法添加好友”。

随后，陈韵琳将对方发来的“营业执照”图放上网

查询，并拨通公司电话，“公司是存在的，但老板说营

业执照早遗失了，很多人被骗后都给她打过电话”。

6 月 11 日，陈韵琳赶到居住地辖区派出所报警。民

警在了解案情之后，要求她提供银行流水、支付宝账

单及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几个星期后，她向民警

询问案件进展，对方告诉她，案件已经立案，并转

交到刑侦大队。不过，民警坦言，在过往的案例中，

这种类型的诈骗能够追回的可能性极小。

“我每月工资并不高，但现在信用卡透支了 7 万

多元，很担心无力还款。”陈韵琳告诉记者，报警

立案后，她向银行申请了冻结信用卡，“希望能早

点破案，追回被骗款”。

说法

岳麓区公安分局：
刷单诈骗类报案每月近 20 起

7 月 1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与陈韵琳一起来到长

沙市岳麓区公安分局，负责该案的民警刘警官告知，目前，

陈韵琳反映的情况已经立案，正通过银行流水等相关线

索进行侦破。

“这是很典型的刷单诈骗案，每年都有很多人被骗。”

刘警官告诉记者，目前，该分局每月能接到 10-20 起“刷

单诈骗”报警，被骗金额少则数千元，多则 10 余万元。

湖南警方正对这类网络诈骗手段进行重点宣传预防。

刘警官分析，嫌疑人一般通过 QQ、微信等社交网

络发布“刷单”等“兼职”消息，用“刷单返利”等取得

他人信任。但实际上，犯罪嫌疑人发出的刷单链接是提

前做好的假链接，并非显示的“京东”等正规电商平台。

而扫码付款后，钱也将通过商户直接转入嫌疑人账户。

由于“刷单越多返利越高”，所以达到一定数额后，嫌疑

人就会将转账者拉黑。

“根据我们的侦察经验分析，刷单诈骗一般为团伙作

案。”刘警官提醒，犯罪团伙分工明确，诈骗的人专门负

责诈骗，洗钱的人专门负责洗钱，各有分成，而款项甚

至经常与正常贸易混在一起，因此追查破案比较困难，“再

一次提醒大家，但凡接到刷单等返利信息，要提高警惕，

不要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支招

“刷单”行为违法，若被骗可保留这些证据
“陈韵琳被骗70000多元，由于涉案金额较大，该案已

构成诈骗罪。”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曾良军表示，当

市民遇到以“刷单返现”等形式骗取钱财的网络诈骗团伙，

应该立即报警，并保留相关证据。比如，与对方的聊天记录、

支付宝返款记录、购物链接、对方的收款二维码等，便于

公安机关通过相关证据追查犯罪分子，追缴被诈骗的财物。

而此案中，“老友”的行为也很关键。若当事人能掌握

相关证据证明“老友”参与到诈骗团队，在知情情况下，

给当事人发送刷单信息，那么，“老友”的行为属于共同诈骗。

当事人可追究“老友”的刑事责任；若“老友”只是 QQ 号

被犯罪分子盗取，在不知情情况下，发送了QQ 消息，那么

则可免责。

另外，值得提醒的是，电商平台的交易量、信用评价、

商品评价等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而刷单行为严重降

低了电商平台的信誉，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本身属违法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一旦情节严重，刷单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弄虚作假、

误导消费者，可以由行政部门处以20万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罚款；同时，我国《刑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网络

进行刷单，情节严重的，将构成非法经营罪。我国首例刷单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当事人被判处有期徒刑5 年 6 个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通讯员 吴萍 邓郁都

7 月 1 日，5 岁的小慧心顺利

走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层流病

房的大门——经过 23 天移植仓

生活，患有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的小慧心血细胞全线植活，从此

告别输血生活。

小慧心出生在一个特殊的无

声家庭，她的父母都是聋哑人，

虽自身有缺陷，当健康的小慧心

来到人世后，勤劳的父亲和善良

的母亲一起用双手为她搭建温

馨小家。然而，在她两岁时，妈

聋哑父亲供 5岁女儿造血干细胞移植
妈在诊断脑癌后，仅 3 个月就

离开了人世。

2019 年 4 月， 小慧心 被确

诊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在

家人的积极支持下，在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进

行父供女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

植。

完善相关检查后，儿童血

液专科万伍卿教授领衔的移植

团队制定出治疗方案。但由于

小慧心家庭情况特殊，作为第

一监护人的爸爸无法直接有效

沟通，无疑给手术带来了困难。

为此，移植医疗团队多次

进行术前谈话，确保参与移植

过程的家庭成员顺利了解造血

干细胞移植的全过程及可能面

对的风险；护理团队也通过情

景模拟的健康宣教方式，让家

属充分掌握移植前的准备工作

及护理方法；同时，医务人员

还成立了“慧心爱心呵护群”，

定期在群里发布重要消息，确

保有效沟通及重要信息对称。

就这样，小慧心终于克服了

病魔，在经过 23 天移植仓生活

后，从此告别输血生活。

扫一扫，

分享视频新闻

小慧心告别输血生活，医务人员与她留下珍贵合影。

陈韵琳给记者看
了支付宝支付的
部分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