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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未成年人受骗率增加，家长要提高警惕

针对未成年人的返利骗局

“定制诈骗”：群主视频教����������������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翟安）每年暑假，是不法

分子冒充客服进行诈骗的高

发期。近日，长沙警方成功处

置了一起冒充客服诈骗的警

情，仅在半个小时内为被骗

市民保住了21万元。7月以来，

长沙市�����诈���市�����诈�����诈���

接到冒充客服类诈骗警情 289

起。警方提醒，不要轻易向

陌生人转账。

8 月 3 日，��诈��接

到一条冒充客服诈骗的预警信

息，辅警周扬和刘徐铭立即拨

打受害人�话，但对方�话一

直在通话�。见�话无法接通，

周扬与刘徐铭迅速�应，通过

1 次阻断和 2 次关停，成功切

断了受害人与骗子的联系。随

后，周扬负责与受害人家人联

系，刘徐铭负责派警，最终成

功劝阻受害人。

据受害人陈女士介绍，当

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淘宝客

服”的�话，问陈女士的账

户是否申请了“88VIP”，陈

女士予以否认后，对方说可

能是陈女士的淘宝账户被实

习生操作为 VIP，每个月要扣

600元费用，一年要扣7200元，

要陈女士向银行申请不要扣

费。随后，陈女士的�话被

转接到了自称是“银行业务

经理”处，对方要求陈女士

把银行里所有的钱和从支付

宝花呗能借到的钱都转到指

定的“�全账户”，过后再转

回给陈女士。

起初陈女士不相信，但对

方添加了陈女士的 QQ，发送

一张有她银行卡相关信息的

图片，陈女士就相信了，随后

就按对方指示一步步操作，准

备向对方多个账号转账。“我

正在转账，�话突然就被掐

断了。”民警出现后陈女士才

知道，是民警掐断�话，为

她保住了银行卡里的 21 万元

积蓄。

女子遇上“淘宝客服”，21万���骗���骗��骗快讯>> 收到预警信息，
民警掐停电话

“ 发 100 元 返 利
1200 元、 发 200 元
返利 2400 元……发
1000 元 返 利 12888
元。”早在今年 4 月，
今日女报全媒体便发
布了一篇名为《“返
利红包”以小博大，
多人上当因小失大》
的报道，引发网友热
议。

QQ 群 主 发 红
包，让网友享受“返
利”——看过报道的
朋 友 都 能 避 开 这 颗

“雷”，可偏偏还有一
些人因贪心“上道”，
其中，心智尚未成熟
的未成年人占了大部
分。

近 日， 今 日 女
报 / 凤网记者就接到
了来自邵阳市隆回县
小沙江镇一名母亲的
电话。她 15 岁的儿
子就因轻信“红包返
利”，分 12 次转空了
她 卡 里 的 63000 元
存款。更让她气愤的
是，骗子不仅专门针
对未成年打造了这场
骗局，而整个转账过
程，都是 QQ 群主在

“远程教学”！

8 月 5 日， 隆 回 县 � � �

小沙江派出所接待大厅内，15

岁少年张浩在妈妈的陪同下报

警——一天前，他扫码进入“网

红主播生日福利红包”QQ 群，

以为能“以小博大”，结果却被

骗得血本无归。

妈妈刘英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些网络骗子很狡

猾，他们还会视频教学，教孩子

怎么骗刷妈妈的钱！”

事情还得从 8 月 4 日说起。

当天下午，张浩在 QQ 空间看到

一条消息——“今天我生日，这

是我自己创的粉丝群，大家扫

码进群，前 300 个人每个人都有

88.88 元红包，先到先得。仅限

未满18 岁的年轻宝宝。”

正苦于暑期零花钱不够的张

浩立刻扫码进群。随后，一位昵

称为“颜瑞”的 QQ 群主跟

成员们打招呼：“大家好，我叫

颜瑞，是一个网络自媒体段子手。

我家人没在身边，现实�也没多

少朋友，想让大家陪我度过 18

岁生日，并给大家发一波福利。”

“颜瑞”在统计完入群人数

后，在群里发了QQ 红包。其�，

张浩抢到 3 个，�计 0.39 元。

为了“ 弥 补”

没有抢到大红包的成员，“颜瑞”

随后发布了一个“红包返利”群

�告——“发 100 元返利 1200

元、发 200 元返利 2400 元……

发 1000 元返利 12888 元。微信

返利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最低

100 元起步，参与的宝宝私聊我

拿收款二维码。”

之后，群消息被数十张“返

利”截图刷屏。张浩看了很�动，

但想到自己并没有多少零花钱，

当时也没打算参与。

“没有微信，钱不够的宝宝可

以用爸爸妈妈的微信转账参加。”

群主的一句话，点醒了张浩。

“我想着�正是赚钱的事，

我借妈妈的钱参与，完了再还给

她。”张浩说，他立马添加了“颜

瑞”为好友。

8月12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从隆回县���了解到，关

于张浩“发红包返利”被骗一事，

警方自接到报警后，已于次日对

刘英华和张浩录了口供，并予以

立案。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

办�。

“这种骗�是今年春节期间

流行起来的，受害者普遍年纪不

大。”长沙市�����诈��市�����诈����诈��

民警翟�介绍，诈骗人员之所以

能成功实施诈骗，关键抓住了受

害人涉世未深、爱贪小便宜的�

理。如今，微信红包、QQ 红包

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越来越

紧密，不少红包陷阱也随之出现，

“希望市民不要为了抢红包而加入

各种群聊，更不要轻信‘发红包

返利’活动，面对暴利诱惑要时

刻保持警惕。同时，家长也要加

强对�诈骗知识的了解，警惕未

成年孩子被骗”。

（文中人物除翟安外，其余皆
化名）

“第一次我是用自己的微信

转了 100 元过去。”张浩说，可

�告里提到的“1200 元返利”

没有收到，�倒收到了群主发来

的一张截图——里面写道：“亲

爱的微信用户，系统检测您刚

才支付的 1200 元交易存在风险，

现在我们暂时冻结该笔资金，请

收款方支付 200 元来解冻这笔资

金，解冻后将返还费用。”

于是，张浩又转了 200 元“解

冻费”。“颜瑞”马上向他推荐了

一个名为“三方支付”的 QQ 好

友，告知“返利费找他拿”。

“你多大了？确定没有 18

岁？”�复确定张浩未成年后，

群主同意了视频聊天。视频接通

后，张浩发现“视频里只有我，

对方没有显示画面”。与此同时，

对方再次对张浩的年龄进行“二

审”。“对方要我把能证明自己学

生身份的资料对准手机摄像头一

一给他查看。”

待审核无误后，“三方支付”

这才解释称：“他说我的微信注

册资料未成年，金额太大的转账

转不了，要用我父母的手机操

作。”张浩说，随后，“三方支付”

就发来了一个二维码。这次，理

由是“要支付转账审核费，只要

审核一通过就能把钱都转回来”。

恰巧，母亲刘英华刚好到家。

张浩立即要来了妈妈的手机，尝

试输入密码后，成功解锁了支付

宝账户，又给“三方支付”转账

了 3480 元。结果，对方又发来

二维码，这次要求收取“验证费”。

张浩感觉到不对劲，可对方

一直视频劝说：“你要相信我！”

由于担�父母责备，张浩只

能再次听从。这一次，“颜瑞”

和“三方支付”在视频�给他出

了个主意——先把房门�锁，再

慢慢转账，免得妈妈进来收了手

机，没进行到最后一步后，前面

给的钱就“打了水漂”。

就这样，张浩先后 12 次给

“颜瑞”和“三方支付”转账了

63117 元。其�，最大一笔钱高

达 3.1 万元，最小的一笔有 238

元。

眼见妈妈的支付宝也刷空

了，张浩再次追讨“1200 元返

利”，而这时，“颜瑞”和“三方

支付”都不回消息了。

“我真的要气死，这 6 万多

元都是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给他以

后读大学的。”刘英华告诉记者，

他们家经济条件不好，为了维持

生计，她和老�每天在小沙江镇

与隆回县城之间往返跑车。可没

想到，这一次性就被儿子转账转

完了。

扫码入群，15岁少年遇“红包返利”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远程教学，群主“指点”少年转账

刷空了支付宝，12 次转账
6.3 万元后，张浩仍没有拿到

“1200 元返利”。

QQ 空间里的“扫码进群
抢红包”消息让张浩被骗的血
本无归。

扫一扫，
参与网友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