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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混入班级群
冒充班主任收费

事发安溪一小学，19名家长被骗；新学期到来，冒充老师收取费用的诈骗
“卷土重来”，泉州警方提醒家长小心防范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陈家缘

新学期到来，班级微信群、QQ群再次活络起来，然而不法
分子也乘虚而入，冒充老师收取各种费用的诈骗“卷土重来”，
泉州警方提醒市民小心防范。

近日，安溪县城厢镇
某小学的家长看到班级家
长群里“老师”发布一信
息：“寒假期间如没有复
习资料，学生在家无所事
事，必会影响成绩。99 元
(共 3科)这套资料，作为下
学期第一轮复习使用，收
到通知的家长请点上面那
个群收款交费，我好统计
名单。”

由于发消息的人微信

头像以及姓名与班主任完
全相同，加上“班主任”又特
地要求家长不能私下转账，
不少家长便直接通过骗子
发起的群收款进行转账。

没过一会儿，真正的班
主任在群里澄清，称有人冒
充自己行骗，提醒家长们不
要转账。

尽管班主任及时发现
后制止，但短短时间内仍有
19名家长被骗。

针对上述案例，安溪警
方提醒，老师和家长可通过
以下做法加以防范：

设好卡：微信群务必将
“群聊邀请确认”开关打开，
在收到家长进群申请后，老
师应打电话向该学生家长
进行确认，确认无误方可允
许其进群。QQ 群的管理
员可以在“群聊设置”里面，
点击“管理群”按钮，里面找
到“加群设置”的三个功能
设置选项进行设置。假如
所有家长已经入群，可以将
群设置为“不允许任何人加
群”，更加安全。

改备注：家长可以将老
师昵称设置得尽量复杂，避
免使用“姓氏+老师”的通

用格式，这样能一眼看出信
息发布人是否为真实的老
师。

缓打款：遇到老师发布
缴款要求时，要先打个电话
给老师进行核实，如果无法
与老师取得联系，则暂时不
予转账。

快报警：如果确有家长
一时不察，已向骗子转账，
请 第 一 时 间 拨 打 110 或
96110，公安机关将立即进
行拦截止付，尽全力帮助家
长挽回损失。

勤宣传：广大师生及家
长应时刻提高警惕，可阅读
学习公安机关发布的反诈
宣传知识，提高自身防骗能
力。

一是“浑水摸鱼，先入
群组”。骗子通过微信或是
QQ 直接搜索“班”“班级
群”等关键词，挑选未设置
进群审核要求的群组进群；
部分家长、老师微信、QQ
曾经被盗，骗子利用号主操
作找回的时间空隙，拉自己
的账号进群；骗子在各大游
戏平台发布“免费送皮肤”

“免费送宝物”之类的假消
息，引诱学生上传班级群信
息截图，从而通过伪装学生
家长的方式进群。

二是“暗中观察，混迹
伪装”。骗子进群后，并不
会第一时间发布诈骗消息，
而是先会筛选群内成员，抓
住各类漏洞，更改网名为

“×××爸爸”“×××妈妈”，从
而能混迹在群组内暗中观
察。由于群内成员众多，老
师一般也不会太过关注成
员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
观察，骗子已基本掌握群内
成员之间的关系，了解到哪
位老师是班主任，哪位老师
经常发起群通知，以及该老
师上课和群内发言的大致
时间。

三是“复刻身份，完成诈
骗”。利用好事前“踩好点”
的时间段，骗子迅速复刻老
师微信、QQ账户，从头像到
昵称统统更换与老师一致，
进而假冒老师在群组内发布

“缴费”信息，并且要求家长
们尽快进行转账支付。

□警方提醒

时刻提高警惕 严防家长群诈骗

常见开学骗局 家长注意防范

海都讯（记者 黄晓蓉
通讯员 厉兆丰） 2月 6
日晚，经过细致研判和
周密布控，泉州市鲤城
公安分局江南派出所联
合刑侦大队、情报合成
作战中心成功抓获外省
网上在逃人员杨某某。

当天，鲤城分局民
警发现了被安徽省淮南
市公安局列为网上在逃
人员杨某某的踪迹。一
起尘封 31 年的命案得
以告破，杨某某将被移
交给安徽省淮南市警
方。

杨 某 某 说 ：“31 年
了，一直漂泊在外，我已
经忘记回家的路怎么
走，也不知道父母是否

健在，感谢警官带我回
家……”

据介绍 ，1992 年 5
月，杨某某在淮南市参
与打架斗殴，并将其中
一人杀死后畏罪潜逃。

三十多年来，受当时
线索和侦查条件的限制，
警方一直没能找到杨某
某。时移世易，公安侦查
办案手段现代化水平不
断提高，民警研判发现，
杨某某已化名为王某兵，
近期一直在安溪县官桥
镇打零工度日。

为此，鲤城警方立
即组织精干警力赶赴官
桥镇开展布控抓捕，蹲
守近 12 小时，最终将杨
某某成功抓获。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陈锦梅） 为确
保 2023年春季开学校园
环境健康安全，安溪县公
安局桃舟、凤城、城厢、龙
涓等派出所扎实开展“护
校安园”专项行动，站好

“护学岗”，撑起“安全
伞”，开启新学期的“护学
模式”。

2 月 6 日开学当天，
执勤民辅警提前到达各
个学校执勤岗点，严格
按照定人、定岗、定责的
勤务机制，加大校门口
及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
序疏导力度，有序指挥
过往车辆安全通行，并
对学校周边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整
治，确保了新学期开学
第一天各中小学校师生
的安全出行。

在桃舟，派出所联合
“桃舟义警队”队员、老
师，积极打造“警方护校
队”，加密校园周边重点

路段、时段巡逻密度和频
次，深入辖区校园开展安
全检查，重点对学校灭火
器材及警械、监控视频等
情况进行检查，全面堵塞
防范漏洞，形成始终“有
人管、有人看、有人巡、有
人防”的局面。

在凤城、城厢，民警
深入辖区校园，重点对学
校的 110一键报警装置、
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校车
安全、防暴器材、消防器
材等逐一进行检查，现场
向校园安保人员演示防
暴器材使用方法，为学生
开学营造良好的学习环
境。

在龙涓，执勤民警主
动上前，为提着大包小包
行李的家长、学生们提供
帮助，一路上细心提醒家
长往返途中要遵守交通
规则，叮嘱孩子们在学校
里要自觉守法，同时要提
升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不
法侵害。

鲤城警方抓获一名外省在逃人员

31年命案告破

安溪警方开展“护校安园”行动

站好“护学岗”
撑起“安全伞”

【诈骗套路解析】

安溪警方梳理了几种常见的“开学”诈骗陷
阱，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近日，安溪尚卿的中学生小余（化名，15岁）报警称，
其遇到了买卖游戏账号类诈骗。

原来，小余在春节期间沉迷于一款游戏，并在游戏中添
加了一名陌生人为微信好友。对方在得知小余有购买高等
级游戏账号的意愿后，主动提出要将自己的账号低价卖给
小余。小余见对方提出的卖价仅100元，便欣然同意，然而，
当完成转账后，小余却联系不上对方，此时小余才发觉被骗。

无独有偶，家住安溪龙门的小龙（化名，13岁）也遇到
了买卖游戏账号诈骗，在支付600元后，骗子消失得无影
无踪，无奈下小龙只好将情况告诉父母，在父母陪同下小
龙到派出所报警求助。

这样的案件还有很多，由于金额较小，并且很多学生
不敢让家人知道，因此在被骗后往往有学生会选择认栽
了事，在此警方提醒，广大家长需教育小孩提高防骗意
识，保护好个人信息，不在网络上发布自己或者家人的情
况信息；另外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不实信息、不参与未经证
实的群聊等；由于孩子缺少辨别能力，且容易冲动消费，
家长不要轻易让孩子知道支付密码，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近日，家住安溪县湖头镇的小陈（化名）向警方报警
求助，称自己被一游戏平台客服骗了近6000元。

原来，小陈的弟弟前不久在一款游戏中充值了1000元，
家人得知后，要求小陈弟弟设法将充值的钱退回。小陈当即
帮弟弟联系客服，然而，智能客服却显示，退款申请需在元宵
节后才能受理，且退款顺利的话前后也需近一个月的时间。

眼看着智能客服来来回回都是那么几句话，一点“通
融”的余地都没有，小陈家人便提议——拨打“人工客服”
进行求助，随后小陈在搜索网站中找到了一个自称是该
游戏“人工客服”的电话。

拨通对方电话后，对方表示，可以立即为小陈受理该退
款业务，但需要小陈证明其账户为正常使用的账户，证明方
法便是向其指定的账户进行转账“验资”，小陈不疑有他，当
即按对方的要求转账5900余元。然而，转账成功的声音刚
响起，当小陈再次和对方联系时，这名“人工客服”早已消失
得无影无踪，小陈这才发现被骗，随后向警方报案。

这是典型的冒充客服类诈骗，广大网友在联系客服
时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对方的说辞，更不能轻易向
对方转账汇款！

“充1000元返300元”并且“充得越多返利越多”“早
日实现财富自由”……小心，这很可能是骗局！

近日，安溪西坪派出所接到辖区学生阿华（19岁）求
助称，其放假期间在家中通过网络广告添加陌生微信好
友，对方称只要向其转账便可获得翻倍返利，涉世未深的
阿华信以为真，当即通过本人的支付宝账户向对方转账
1000元。然而转账一完成，当阿华再次联系对方时，发现
自己已被拉黑，阿华此时才意识到被骗，随后报警求助。

在此警方提醒：年轻人一定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凡
是涉及转账、汇款、扫码支付的，务必核实信息，把握不准
的要和家人沟通，遇到诈骗更要及时拨打110报警。

3.红包返利骗局

2.冒充游戏客服骗局

1.买卖游戏账号骗局

【家长被骗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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