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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泉州市反诈骗
中心民警列举了常见的四类
网约车寄送现金诈骗手段。

虚假投资理财类。诈
骗分子通过社交平台、短信
等渠道引流，诱导受害人下
载安装虚假的投资理财
APP。当受害人投入一定
资金后，诈骗分子会以“操
作失误”“账户冻结”“数据
修复”等理由，要求受害人
取现金，通过网约车送到指
定地点，才能解冻、提现或
获得返利等。

刷单返利类。诈骗分
子承诺按照要求刷单操作
可获得返利，在前期给予受
害人小额返利，使其尝到甜
头，放下警惕。受害人投入
大量资金后，诈骗分子以

“任务异常”“系统故障”等
为由，要求受害人取现金用
网约车送到指定地点，否则
无法返还本金和返利。

冒充身份类。诈骗分
子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致
电，称受害人违法犯罪，需
要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

户”验资或缴纳保证金，要
求受害人取现金用网约车
送到指定地点，审查后会返
还到账户。

网恋诱导类。诈骗分
子与受害人在网上谈恋爱，
取得受害人信任，以投资盈
利为由，让受害人参与一些
所谓的“赚钱项目”。当需
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诈骗分
子以各种理由让受害人取
出现金，通过网约车送到指
定地点。

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

警提醒，市民在乘坐网约车
时，应按照平台规定支付车
费，不与司机进行任何形式
的线下现金交易或非正规
支付。如遇司机提出异常
要求，如帮忙送现金等，要
果断拒绝并及时向平台举
报。网上陌生人不论以何
种理由，要求使用自有资金
购买或为他人代购黄金、香
烟或其他贵价物品，并要求
以网约车快送、邮寄等方式
送达指定地点，或派人上门
取走的，都是诈骗。

海都讯（记者 林雅璇）
在现代社会，手机已然成为
人们记录生活的常用工具，
这本该是传递生活美好、促
进感情交流的绝佳途径，但
它有时在不知不觉中却沦为
网络暴力的“帮凶”。一些人
在拍摄到他人所谓的“糗事”
或异样的瞬间后，不经当事
人同意便将其上传至网络服
务平台，由此在平台上掀起
一场针对当事人性格、品德
等多方面的无端指责。那
么，当遭遇此类事件时，我们
要怎么办呢？近日，闽清法
院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网络
侵权案。

林女士于 2023 年末作

为观众在现场观看歌手演唱
时，其张嘴呐喊的样子被偷
拍，该丑化林女士外貌的视
频被某网络服务平台用户
周某在未经林女士同意的
情况下发布在其账号中。
该视频一经发布，点赞量
1.1 万余、评论量 1.7 万余、
转发量 11.7万余，评论区中
充斥着对林女士外貌、品行
毫无根据的攻击与谩骂。
后经林女士向平台举报，该
视频虽已下架，但仍在一定
范围内进行了传播，并给林
女士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伤
害，故林女士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周某对其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
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
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
使用自己的肖像。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本案中，周某未经林女
士许可，在其账号中发布丑
化林女士的视频，借林女士
形象吸引相关公众关注、浏
览，构成了对林女士肖像权
的侵犯，且视频中对林女士
肖像的使用并非必要和合理
使用的范围，周某应承担相
应的侵权责任。最终，法院

判决周某通过案涉短视频平
台公开发布道歉声明并赔偿
林女士各项损失共计 9000
元。

法官提醒，发生相关侵
权行为时，被侵权人应及时
保存证据，通过截屏、录屏等
方式，对相关文字、图片、链
接进行保存，必要时可前往
公证处进行公证。为避免影
响进一步扩大，被侵权人可
要求网络服务平台及时删
除、屏蔽、断开相关侵权链
接，还可以提供相关证据，要
求网络服务平台提供侵权人
的真实身份信息，并向公安
部门报案或向人民法院起
诉。

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2 月 6 日
正月初九，泉籍民营企
业家华昌集团董事长张
金聪在其父亲八十寿辰
之际，向其企业所在地
泉州台商投资区慈善总
会捐赠 1000 万元，同时
张金聪还向老家晋江市
陈埭镇湖光村老人会捐
赠 200 万元，村里每户人
家及 60 岁以上老人都收
到了千元红包。

湖光村75岁的张老伯

告诉记者，6日一大早，村
里60岁以上的老人都在老
人会领到了张金聪给大家
发的千元红包和一份礼
包。张老伯说，村里的老
人都很开心，为村里有这
样尊老敬老的企业家感到
自豪。

“慈善是刻在每个泉
州籍企业家骨子里的。”张
金聪表示，企业家成功了，
只有懂得感恩反哺社会，
回馈乡亲，事业才更有意
义。

打网约车送现金 女子险被骗
春节期间，泉州发生多起“线上诈骗+线下取钱”形式诈骗案件

助力慈善
泉籍企业家捐资千万

看演唱会被偷拍丑化 女子起诉获赔

N海都记者 黄晓燕

受 害 人 被 诈 骗 分 子
蛊惑，心甘情愿将财物打
包交给网约车送到指定
地点，因此蒙受损失。春
节 期 间 ，泉 州 发 生 多 起

“线上诈骗+线下取钱”形
式的新型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为此，泉州市反诈
骗中心详细梳理了典型
案件、手段、特点，提醒市
民注意防骗。

日前，泉州的黄女士
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知
其 2021年在网上报名的网
课 能 退 钱 ，让 黄 女 士 加
QQ 然后进聊天群并下载
一个 APP。该 APP 客服让
黄女士扫描二维码支付一
万元，然后谎称操作失误，
要取现五万八千元，叫滴
滴车送到指定地点。黄女
士不知有诈，准备取现金
并叫滴滴车寄送。泉州市
反诈骗中心收到反诈预警
后，第一时间通知辖区民
警赶至黄女士欲取款的邮

政银行，成功拦截并帮黄
女士保住全部现金，当时
黄女士还一头雾水，不知
自己遭遇诈骗。

无独有偶，市民赵女士
收到一个包裹，包裹中有一
份退还课程费用的文件。
赵女士曾购买过视频剪辑
课程，便信以为真，于是扫
码加入了一个陌生群聊，并
在群主的诱导下，安装了一
个APP。随后，客服主动联
系赵女士办理“退费”。赵
女士成功提现 200元后，客
服称剩余的课程费需要认

购“基金”，以返利的形式退
费。赵女士认购了“基金”
并提现成功。尝到甜头，赵
女士再次认购了 3000 元

“基金”，但当她再次提现时
系统提示账户冻结。客服
称解冻需要缴纳解冻金，且
要求现金。按照客服指示，
赵女士多次取现，并通过网
约车、货拉拉等方式寄送至
不同地点。赵女士发现账
户中的余额仍然无法提现，
才意识到遭遇了电信网络
诈骗。

市民谢某接到陌生来

电，对方自称商学院客服，
因虚假宣传被查处，对购买
过课程的学员退费。因谢
某确实购买过该课程，便信
以为真。对方让其点击链
接下载APP，称通过购买基
金获得收益的方式退还学
费。在对方诱导下，谢某多
次转账充值，却无法退费。
对方称其操作失误导致账
户冻结，要求以现金的形式
缴纳解冻金。次日，谢某根
据对方的指示，将装有现金
的纸箱通过网约车运送至
某地。

案例：“客服”称网课退款 女子差点被骗数万

提醒：警惕四类网约车寄送现金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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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领到“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