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来，人们生活
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正在
日渐升高，再加上诈骗犯

的诈骗手段日益“高明”和许多网
民防诈骗意识不足，导致近些年来
网络诈骗的案例层出不穷。日前，
重庆就出现四起网络诈骗：有的想
“走后门”让孩子读好中学，结果信
了网上骗子打的“包票”，“辛苦费”
打了水漂；有的考驾照想“软过”，
结果被网上找的代办人员骗了，花
钱换了本假驾驶证；有的遭遇了
“杀猪盘”，民警6次上门劝阻都无
济于事……他们的案例也为我们敲
响了警钟，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与
冷静，守护好你我财产安全!

网络诈骗在身边 我们一起来防范
这四个案例大家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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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买了本伪造的驾驶证

黄女士在派出所接受民警的反诈宣传

每年6月，既是学生们的毕业季，也是升学的
“黄金月”，同时也是各种利用家长和学生心理行
骗的骗子“出没”的高发期。为让孩子就读名校，
有的家长“另辟蹊径”，花钱请所谓的“关系户”帮
忙走后门，没想到名校没读上，花的25万余元“辛
苦费”也打了水漂。近日，江北区公安分局寸滩
派出所重拳出击，成功破获了一起“小升初”升学
诈骗案。

“警官，我感觉我被骗了。”一大早，顾女士
就来到寸滩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因为俩小孩小
升初的事情拜托了一位“吹得神”的男子李某，
结果在陆续打过去了25.5万元之后，不仅孩子
的事没有办成，李某还拒绝归还这笔钱。接到
报警后，民警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发现这是一起
有预谋的诈骗案件，随即展开调查。经过多日
的调查取证，民警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李某，
并将其捉拿归案。

经审讯，李某交代了自己的涉嫌诈骗经过，
他在多个微信群发布消息，称自己“有关系”，可
以想办法让孩子在升学的时候读到理想的学
校。顾女士看到消息后，信以为真，认为自己孩
子读名校有望，便联系上李某。李某打着“包票”
让顾女士放心，说经过他的“运作”，可以保证顾
女士的孩子读名校，但需要顾女士支付“办理费”

“赞助费”“手续费”等费用。病急乱投医的顾女
士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全盘相信李某的
话，并先后多次通过手机银行将25万余元转账给
了李某。

“我咨询了相关人员，说想靠关系是不可能的，
我就只是帮两个孩子直接报名了小升初的考试，大
概花了600元左右。”李某坦白道，“其余的钱已经被
拿去归还个人欠款了。”6月14日，李某因涉嫌诈骗
罪，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孩子上学想“走后门”
一家长被“薅”25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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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驾照想“软过”
男子花26000元买了个教训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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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同志，麻烦你帮我查查我的驾驶证状
态正常不？”6月15日，一名男子来到九龙坡区车
管所查询驾驶证情况，民警通过公安交通管理应
用平台查询，未发现该男子的驾驶证信息，也无
任何学习考试记录，遂告知该男子所持驾驶证系
伪造。

通过详细询问得知，家住九龙坡区的赵先生
因担心驾驶证考试无法通过，便想通过“软过”的
方式获取驾驶证。随后，他在网络上搜索联系到
自称是贵州某驾校的代办人员，对方称能让赵先
生不通过学习、考试就能拿到驾驶证。赵先生有
点迟疑，随即这名所谓的代办人员向他发来了驾
校实地照片、当地车管所与某银行的“资金流水截
图”和车管所工作人员的办公视频，赵先生马上相
信了对方的“专业”与“渠道”。很快，对方制作好
驾驶证并邮寄给赵先生。在赵先生支付给对方
26000元后，对方称要签署保密协议，还需缴纳一
笔保证金，以后可以退还，赵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
劲，便来到车管所查询。

当得知自己花了大价钱到手的驾驶证系假
证，赵先生后悔不已，也感谢车管所民警的细心查
询和解答，避免了自己进一步的经济损失。经过
民警批评教育，赵先生表示自己以后一定通过正
规途径考取驾驶证。目前，赵先生已在属地派出
所报案，等待后续处理。

警方提醒市民，驾照是每个公民取得驾驶机
动车资格的基本证照，事关个人生命安全和社会
公共安全。考取驾驶证没有任何捷径，凡是自称
能代学、代考、代办的都是诈骗，请大家通过正规
的驾培机构学习后通过车管所预约考试合格后
获取驾驶证，不要贪图一时的便利引起不必要的
损失。

民警6次上门劝阻
女子仍被“杀猪盘”骗了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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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换高薪工作
女子被“男网友”骗走4300元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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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接到96110电话时，说明你已成为诈骗对象，而公
安机关正尽最大努力为您守住“钱袋子”！近日，重庆市南
岸区铜元局居民黄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可面对上门劝阻
的铜元局派出所民警，黄女士坚称自己没有被骗，自己操作
的转账属于正常借贷，麻烦民警不要管她。但接下来几天
时间里，黄女士账户不断出现预警信息，民警先后6次上门
劝阻。可黄女士不仅没有如实反馈真实情况，反而对多次
前来劝阻的民警说：“我是金融专业的，不会被骗，就算被骗
也不会来报警！”

原来，黄女士在某交友App上认识了一名叫“与你同
行”的网友，双方聊得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熟悉之后，
很快便确认了恋爱关系。一天，“与你同行”告知黄女士，自
己一位“战友”发现了某知名黄金品牌的“系统漏洞”，可以
迅速赚钱，可惜“战友”在部队里不便实时跟进，希望黄女士
代为操作。于是，在“男友”指导下，黄女士三天时间便获利
20万元，但她没注意，这20万元全在虚拟账户中，并不能
提现。面对高额回报，黄女士完全上了头，不仅拒绝民警一
次又一次的上门劝阻，还拿出自己全部积蓄38万元投入其
中，随着“男友”失踪失联，黄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遭遇了

“杀猪盘”电信诈骗。
目前，警方已立案侦办，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以为遇到“靠谱”男网友，能够介绍换一个月薪更高的
工作，于是“奔现”见面。没想到见面后却被男网友要求垫
付各种款项共计4300元，报警后才知道这位男网友竟是一
名诈骗女性的“惯犯”。

赵女士是重庆人，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4月15日晚，
她通过社交软件匹配到了一名自称是万某的男网友，双方
通过十多分钟的语音聊天相谈甚欢，觉得投缘便互加微信，
随后两人在微信上交换电话号码，接下来的10天时间里，
两人时不时通过电话嘘寒问暖，情谊也逐渐升温。赵女士
向万某抱怨自己的工作经常加班、时不时要出差、工资还比
较低。万某听闻后告诉赵女士，自己经营着一家传媒公司，
公司最近正在招聘，简单问询赵女士大致情况后，告诉其可
以给到她目前工资的3倍。接着，万某主动在电话里约定

“奔现”。
4月27日19点左右，万某打车前往赵女士公司接她一

起下班前往解放碑，两人在车上聊天时，万某带着悲伤情绪
说：“我被女朋友劈腿了，一想到以后的生活没有她，真的不
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死了算了。”赵女士见状，立马对其安
抚，还担心对方会有自杀行为，主动提出陪他散散心。两人
到达解放碑后，万某直奔一通讯品牌专卖店挑选了一款智
能手表与耳机，价值2387余元，付款时他突然说，“遭了，我
银行卡限额，转不出钱了。”万某转过头对赵女士说：“你先
帮我把钱付了吧，等到后边银行卡解除限额后，我给你转2
万块钱，反正到时候你也要来我公司上班。”赵女士听闻后
立即上前付款。接着万某又对赵女士说：“我资金周转需要
2000块钱，你再转点钱给我。”当赵女士略显犹豫时，万某
则说：“反正你也要来公司上班，到时候直接从我转给你的
2万块钱里面扣除就可以了。”赵女士便打消了疑虑，通过
支付宝给万某转了2000元，随后给万某留下了支付宝及银
行卡信息。其间，万某情绪平和稳定，两人便欣然从解放碑
离开。

4月30日，赵女士发现支付宝及银行卡均未收到万某
的打款，便通过微信及电话联系万某，发现所有联系方式均
被拉黑。恍然大悟的赵女士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于是向渝

中区公安分局大阳沟派出所报警求助。办案民警通过
赵女士提供的信息，以及现场监控视频迅速锁定嫌疑
人万某，并将赵女士被骗的钱财全部追回。据调查，万
某有多次诈骗女性前科。经审讯，万某根本没有公司，
所谓招聘赵女士完全是为诈骗赵女士编的谎话，万某
对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万某因涉嫌
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上游新闻

顾女士给嫌疑人转账的其中一笔“入学
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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