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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南安水头的
陈先生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称可以网上办理贷款。在对
方引导下，陈先生下载一个
名为“拍拍贷”的APP并和“客
服”联系办理贷款。随后，对
方声称陈先生办理过程中输
入的银行卡错误导致申请的
资金被系统冻结，需要陈先生
缴纳 2 万元保证金进行解
冻。陈先生在转账2万元之
后对方仍要求继续缴纳解冻
费，陈先生才发现被骗。

民警解析，网络贷款诈
骗骗局中，犯罪分子打着

“无抵押”“免征信”“无息低
息”“快速放款”“免费提额
套现”等幌子吸引受害人，
之后以受害人信息填写错
误，需配合操作完成贷款为
由，要求受害人缴纳保证
金、验资、解冻金等，诱骗受
害人转账汇款，或者骗取受
害人银行账户和密码等信
息直接转账、消费，从而实
施诈骗。

受骗人群中 七成五在40岁以下
今年1月以来，南安警方接报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共127起，警方拆解数据，

梳理出一份防诈“指南”
2月27日，南安警方通报，今年1月以来，南安市接报电信网络诈骗警情

127起。哪些诈骗类型最高发？哪个年龄层的人群最容易受骗？受骗群众的
职业分布如何？为此，南安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梳理相关数据、案例，深度解
析本地居民受骗情况，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范。

南安警方提醒，兼职刷单、网络贷款、冒充客服，仍是南安市电信网络诈
骗高发的三大类型。广大群众应从上述相关数据和案例中引以为戒，提高防
范意识，不轻易点击陌生人发来的网页链接、扫描陌生二维码、下载来历不明
的APP，不随意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

2 月 12 日，南安官桥
的郑女士在家中接到一陌
生电话，对方称将郑女士
的包裹弄丢，准备对其进
行理赔，并让郑女士添加
微信进行联系。郑女士在
对方引导下进入手机银行

APP 进行操作，致使其银
行卡内 11811 元资金被转
走。

民警解析，冒充客服
诈骗骗局中，犯罪分子冒
充电商平台客服，谎称受
害人网购商品出现问题，

以退款、理赔、退税等为
由，诱导受害人私下添加

“理赔客服”微信或QQ好
友，并让受害人在虚假的
退款理赔网页中提供银行
卡或手机验证码等信息。
部分诈骗分子还会了解受

害人支付宝芝麻信用分，
诱骗开通借贷账号并贷
款，谎称受害人贷到的款
项是退款，因退款客服操
作失误不小心退多了，让
受害人扫码退还多余的款
项，从而骗取钱财。

2 月 17 日，南安丰州的
李先生在上班过程中，被人
拉入一个给主播刷关注赚
取佣金的兼职刷单群。在
按照对方要求关注主播赚
取了少量佣金后，对方又提
出充值打赏主播可返30%佣
金的任务，李先生见有利可
图，便开始做起打赏任务。
后对方以任务出错需要继
续充值才能提现为由，诱导
李先生不断增加打赏金额，
直到李先生发现被骗时已
经损失73892元。

民警解析，兼职刷单诈
骗骗局中，犯罪分子通过
各种渠道推广兼职渠道，

以足不出户、时间自由、日
赚上千为诱饵，招募人员
进行网络兼职刷单，最后
以任务操作失误、延时等
理由再次要求事主转账完
成任务，待事主察觉异常
时才知道被骗。此类诈骗
也一直在变种升级，不仅
想出点赞任务、拉人刷单、
同城交友等吸引受害人的
方法，也把骗钱的方法从
刷商品升级成做任务、博
彩网站投注等，大大增加
了吸引力和迷惑性，并利
用人们拒绝沉没成本的心
理诈骗更多的钱财，导致
大额诈骗屡屡发生。

案例3：
遭遇客服骗局，女子被骗一万多元

案例1：
轻信打赏返佣金，男子被骗七万多元

案例2：
深陷网贷骗局，男子被骗走两万元

泉州将与四地 共启“五大关庙朝圣之旅”

泉港山腰街道办 违法强拆六层楼房
事发泉州市泉港区南埔镇柯厝村，南安市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千平别墅被强拆已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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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介绍，今年截至2月20日，南
安市日均电信网络诈骗警情2.5起。

其中，兼职刷单类、贷款类、冒充电
商客服类、虚假购物类四种诈骗类型发
案占比70.87%。

从高发警情来看：
兼职刷单类42起，占比33.07%；
贷款类17起，占比13.39%；
冒充电商客服类 16 起，占比

12.6%；
虚假购物类15起，占比11.81%。

从受骗人群年龄分布来
看：

受骗群众集中于青年群
体，平均年龄约34岁，其中
31 至 40 岁 55 人 ，占 比
43.31%；

30 岁以下 40 人，占比
31.49%；

其他年龄层32人，占比
25.2%。

从受骗人群职业分布来
看：

以务工人员为主，共71
人，占比55.9%；

自由职业、家庭妇女等
36人，占比28.35%；

在读学生 17 人，占比
13.39%；

其他职业 3 人，占比
2.36%。受骗群众以女性居
多，占比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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