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来电要借钱

有人怀疑有人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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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赵峰在下班路上就接到一个这样的电
话。 号码是陌生的，电话接通后，广东口音的“领
导”上来就说，让他“明天早上

９

点到我办公室
来”。

“您是？ ”赵峰有点蒙。

“怎么，连领导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对
方略带讥讽，语气中领导范儿十足。 赵峰赶紧在
心里把单位领导都过了一遍，想起确实有个领导
是广东人，口音很重。

“是杜局吗？ ”赵峰试探性地问。对方称是，还
表现得很不高兴：“赵峰啊，我可要批评你了！ 行
了，明天早上

９

点先到我办公室来再说吧！ ”

下班前，直管领导刚训了赵峰一顿，他正心
虚，接到这样的电话更是吓出一身汗，忙硬着头
皮答应下来。

一宿没睡好，第二天早上
８

点多，赵峰正在
往杜局办公室走的路上，“杜局” 又打来电话，说
让他先别过来， 自己本来

１０

点要去拜访市里的
领导，领导突然提前，他还没来得及准备“打点的
钱”，让赵峰赶紧汇

３

万到他银行卡上，并且轻描淡写
地说：“等我办完事，回办公室了就还你。 ”

听到要汇钱，赵峰警惕起来，赶紧说信号不
好听不清， 挂了电话， 直接到杜局办公室问他：

“领导您找我？ ”杜局说根本没有，那号码也不是
他的。 赵峰才确认自己险些受骗。

赵峰告诉记者，他的同事李芳也接到了同样
的电话，但她真“中招”了。 李芳对记者说：“我觉
得他是领导，又不是借很久，如果回绝了不是很
好，于是就去银行转了

３

万元到他给我的银行卡
号上。 ”转款没多久，“领导”又来电话了，说“钱不
够，很急，还要转

２

万元。 ”她才意识到不对，报了
警。

最近半年开始“流行”

电话诈骗方式———领导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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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公安机关在广东东莞、中山两地，

先后抓获
５

名打这类电话实施诈骗的嫌犯。 经审
讯，林

×

富等
５

名嫌疑人组成诈骗团伙，自今年
５

月以来，在广州、惠州等地共作案数起，涉案金额
达

３０

多万元。

侦办案件民警介绍， 这个诈骗团伙内部分工
明确，有的负责通过非法手段购买公民信息资料，

有的专门负责打电话实施诈骗， 有的专门取款套
现。通过一套设计好的台词，利用受骗事主害怕得
罪领导的心理，冒充领导“借”钱，从而达到其诈骗
的目的。

六、七两个月，在福建、广西、湖南、江苏等地，

也有警方接到类似举报。 随后，北京、河北等北方
省市，也开始有市民、网友反映接到了冒充领导的
诈骗电话。

张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自
己的信息对方知道得那么详细。

接到电话时是周六，“领导”也是让张尔“明天
早上

９

点到我办公室来”。 “我领导怎么可能让我
大礼拜天的，一早上去他办公室呢？ ”张尔一上来
就怀疑。

为了确认对方身份， 他问电话里的“领导”：

“你知道我是谁吗？ ”没想到“领导”不光知道他是
谁，在哪个公司工作，而且连公司老总姓什么叫什
么，都说得清清楚楚。

多名网友反映，电话里的“领导”不光能叫出
你的名字，而且通常像熟人一样亲切地称呼你，再
加上不容置疑的领导口吻， 和那些一上来就说你
欠费或者要给你法院传票的老手法相比， 确实很
有迷惑性。

个人信息流失

成电信诈骗滋生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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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个人信息是怎么流失的呢？

“对我和我公司情况这么了解， 我怀
疑是从财务方面流出去的。 ”张尔分
析道，因为他多个同事也接到过类似
电话。 此外，他还怀疑是从电信运营
商那里流失的个人信息。

这种怀疑并非没有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曾审
理过号称首例“中国移动、联通员工
涉嫌非法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案
件”。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张荣浩
先后注册成立了北京东方亨特商务
调查中心等

４

家调查公司。 他们掌握
的手机个人信息，都是从通信运营公
司的员工那里得到的。

唐纳宇曾是中国联通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网络运行维护中心主任，

他就曾做过买卖客户信息的生意，将
客户的通话时间、主叫号码、被叫号
码等手机通话记录以邮件的方式发
给类似上述调查公司、唐纳宇表示调
出过

１００

多个手机号码的信息，获得
辛苦费

２

万多元。

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位通信运营

公司的技术人员。 他表示，前几年有
人因倒卖客户个人信息受到法律制
裁后， 公司对此管得已经非常严格。

在公司内部，客户信息由专门的客户
服务系统进行管理，一般员工想要接
触到客户个人信息非常难。 对于违反
规定提取客户个人信息的员工，可能
会“一秒钟让你变临时工， 开除回
家。 ”

即使如此，网上仍有一些“侦探
公司”可以轻松查到手机用户的通信
记录和短信内容。 “可以打印出来，也
可以拷到优盘上。”至于时间，“

５

天就
可以查出。 ”这些信息并不便宜，比如
３

个月的通信记录，

１．５

万元；

３

个月
的短信，

５

万元……而这已经是四年
前的价码。

其实还有更容易的方式。 “购房、

购车的时候你的个人信息都很容易
泄露出去。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
的一位民警告诉记者，“还有参加商
业性活动、报名考试等。 ”

李政从三年前开始读在职研究
生，他去年

３

月报考申请硕士学位所
必须参加的“同等学力全国统考”时，

刚注册认证成功，就收到了表示能提
供考题的短信。 而在

７

月底成绩即将
出来时，他每天都会收到问他要不要
改成绩的电话和短信。 “他们打电话
过来就直接说：‘李政你同等学力考
试没过，改吗？ 一科

８００

！ ’语气特别
横。 ”

“还有快递！ ”白领杨笑对记者
说，一般快递都是送到单位去，轻易
就知道你的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和地
址，“要多留个心眼的话，就用假名。 ”

上述民警告诉记者，现阶段对这
类电话诈骗的应对措施，基本上还是
要靠市民自己提高警惕。 “他们给你
打电话使用的电话号码，都是通过网
络改号器处理过的，很难追踪，我们
也只能先反映给我们的技术部门处
理。 ”公安机关目前主要通过媒体宣
传，让市民多了解电话诈骗的惯用伎
俩，掌握防骗常识。

对于“明天早上
９

点到我办公室
来”这类电话诈骗新花样，这位民警
表示，“无论之前怎么说，只要听到对
方要钱、要汇款，那基本上就可以判
定是诈骗。 ”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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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来电要约谈？小心这是新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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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领导一个电话过来，随叫随应……不少上班族都是这个状态。可是，如果最近领
导突然打电话给你，叫你“明天早上

９

点到我办公室来”，你千万要多留心，这可能是诈骗。

骗子假冒“医生”来电索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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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有患者家属报料， 称接到自称是
“主管医生”的电话，表示正组织专家会诊，并明
目张胆索要“红包”，这位家属差点上当。

据报料者陈姨介绍， 她家住广州黄埔，

住院的家人是一名肠癌患者，日前刚做完手
术，原本预计周五回医院进行复查。

7

月
27

日下午，陈姨突然接到家人主管
医生“王医生”的电话，说复查时间提前了，

要陈姨第二天就带着患者到医院，并称后续的
治疗方案要调整，现在召集几位专家讨论，“最后
还要我顺便带两个两三千块的红包， 给会诊的
专家”。

由于主治医生确实姓王， 陈姨也没多
想。 第二天，陈姨到医院后给“王医生”打电
话，说想把红包送上去，顺便听听会诊意见。对
方却说自己正在忙，要她将钱转到一个银行账户
上，“看他发来的账户户主姓罗， 我就问了一
句，他解释说罗是他的领导。 ”陈姨说，期间
“王医生” 不断发短信催促，“我越想越不对

劲，便上楼找到真正的王医生，他说他根本没给
我打电话，这才知道自己遇到了骗子。 ”

事发医院保卫科的一名负责人分析，陈
姨可能是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因填错了病人
信息随手将表格扔进垃圾桶，被“有心之人”

拾获了。

相关医务人员表示，其所在的医院近年
来就发现了多种类型的诈骗，“通常， 老人、

外地就诊者
,

尤其是得了癌症的重症病患者
更容易受骗。 ”防范诈骗，一方面医院需加强
病人信息的保密，另一方面，患者及家属也
要留个心眼。 “首先，医务人员是禁止收取病
人红包的， 如收到这类索
要钱物的电话百分百是诈
骗。其次，病人在填写入院
相关表格时要留意身边
人， 以避免造成个人信息
泄露。

（据《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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