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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山东临沂徐玉玉
电信诈骗案告破

记者从山东省临沂市公安部门获悉，临沂市
罗庄区徐玉玉电信诈骗案

２６

日成功告破，主要
犯罪嫌疑人郑某某（男，

２９

岁，福建泉州人）、黄
某某（男，

２６

岁，福建泉州人）等
２

人被抓获归
案，其他犯罪嫌疑人正在追捕中。 临沭宋振宁被
骗案侦破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已锁定

２

名犯罪嫌
疑人，抓捕及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随着大学开学季临近，临沂市内接连发生至
少三起电信诈骗学生案件，三名学生银行卡内学
费或资金被骗走，疑由此引发一男一女两名学生
猝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记者从临沂市委宣传部了解到，被骗女学生
徐玉玉接到的诈骗电话是

１７１

号段，河东区被骗
女学生接到的诈骗电话显示是

０２１

开头的固定
电话，被骗男学生宋振宁接到的也是固定电话，

都用改号软件改过。

综合施策守住大学生“钱袋子”

近年来， 电信诈骗愈演愈
烈，涉及面之广、受害者之众、

受损金额之大，触目惊心。 专
家指出，打击电信诈骗，除了
要加大打击力度之外， 针对特
定受害人群的防骗措施也必须
跟上。

———多部门联动齐抓共
治。 广东中山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副支队长古伟民提出，光靠
公安机关一家难以有效防范
和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必须堵
塞银行、电信部门监管漏洞，形
成多部门齐抓共管、 源头治理
格局。

———高校积极开展防骗警
示教育。郭建华建议，高校可联

合办案机关， 开展多种形式的
防骗警示教育， 向大学生讲解
避免个人信息泄露的方法，以
及一些发案率较高的电信诈骗
类型、 特征及避免上当受骗的
技巧。

临沂市罗庄区教育体育局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吕文表
示， 对于新录取的大学生，建
议高校通过短信提示防骗，或
者寄送录取通知书时附上防骗
指南， 提醒学生确保信息不外
泄，谨记“不听、不信、不转账、

不汇款”。

———建立快速止付和账户
冻结机制。 一些办案者指出，打
击治理电信诈骗是项系统工

程， 尽管国家近年来加大了打
击力度，但短期内还难以根治。

在受害者遭遇诈骗时， 若能快
速止付或冻结账户， 可以最大
程度挽回损失，避免引发悲剧。

记者了解到， 本月
１６

日，

湖南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中心（反诈中心）揭牌
运行，公安、商业银行、银联公
司和通信运营商等部门工作人
员合署办公，具备快速止付、冻
结账号、封堵诈骗电话等功能。

“在受害者遭遇诈骗后，只
要及时拨通反诈中心报警电
话，就有可能追回损失。 ”反诈
中心一位民警说。

(

据新华网
)

悲剧何时不再上演？

———大学生成电信诈骗受害“重灾区”

近日， 山东临沂准女大学生徐玉玉遭遇
以发放助学金为名实施的电信诈骗， 准备交
学费的

９９００

元被骗后， 伤心过度昏厥离世。

１８

岁的花样年华突然凋谢令人扼腕，不法分
子的恶劣行径令人愤怒。

记者调查发现， 大学生群体近年来已成
电信诈骗受害“重灾区”，要避免“徐玉玉式悲
剧”再现，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施策。

大学生群体
成电信诈骗受害“重灾区”

在今年大学新生入学之际，山东地区大学新生遭
遇电信诈骗并非孤例。临沂另一位女学生与徐玉玉同
一天被骗走准备交学费的

６８００

元。

翻开案卷，近年来各地大学生遭遇类似的电信诈
骗案件屡见不鲜，高校学生成为新的受骗群体之一。

去年
１０

月， 长沙某高校大四学生小陈欲将一款
网络游戏装备出售，登录某交易网站进行交易。不久，

小陈就收到了来自“网站客服”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
称“游戏装备已被卖出，如提现需交足等额押金”。

沟通过程中，“客服” 想方设法骗取了小陈信任，

不断要求他开通“保障金服务”、支付“提现费用”。 信
以为真的小陈通过支付宝三次转账

１

万余元，之后拨
打对方电话显示关机，才意识到上当受骗。

长沙市公安局内保支队调查发现，大学生是电信
诈骗受害高发人群，极易遭受以网上兼职、低价网购、

中奖通知、低价订票等名义实施的诈骗。

全国多地警方统计显示，大学生群体已成为电信
诈骗受害“重灾区”。 去年

６

月，北京市公安局对外通
报，

２０１５

年前
４

个月，北京高校日均发生电信诈骗案
件

２．９

起。

重庆渝北警方通过梳理辖区近
３

年电信诈骗案
发现，

２０

岁以下受害人占比
１２．８５％

， 这个年龄段群
体多以学生为主，容易受到虚假网络购物和游戏装备
网站引诱。

２０

岁
－２９

岁占比
４３．７３％

，这个年龄段群体
多以大学生和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为主，是网络购物
的主力军，被骗手段以网络诈骗和电话诈骗居多。

不法分子为何频频盯上大学生
一些办案者和教育工作者

指出，个人信息泄露、容易受到
诱惑、社会经验不足和防骗教育
缺失，是大学生频频被不法分子
盯上的关键原因。

———个人信息泄露。在徐玉
玉案中，不法分子打来电话，称
有一笔

２６００

元的助学金要发
放给她。 因前一天曾接到教育
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知，因此
她并未辨别电话真伪。 这表
明，徐玉玉的个人信息可能已遭
泄露。

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
警王博说， 大学生接触网络较
多， 经常在网上注册各种账号，

现在网站都要求实名制，注册时
需要填写个人姓名、电话号码和
身份证号码等，这些个人信息极
有可能被网站“内鬼”倒卖谋利。

———容易受到引诱。湖南省
刑侦总队重案支队副支队长郭
建华说， “高薪兼职”和“中奖
通知” 是大学生上当最多的两
类电信诈骗。不法分子利用部分
大学生急于赚钱或积累工作经
验的心理， 一步步引诱大学生
“上钩”。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长沙市岳麓
区

１９

岁大学生熊某接到自称
“新浪微博客服”的电话，称其在
新浪微博中奖

６

万元，但需要交

纳
３０００

元手续费和税款。 熊某
按照对方要求汇出

１．２

万元，到
账后对方电话立即关机，熊某方
才发现被骗。

———社会经验不足和防骗
教育缺失。北京大成（济南）律师
事务所律师梁珊认为，青年学生
涉世不深，社会阅历较浅，安全
防范意识相对薄弱，加之又是互
联网和手机的重度用户，容易暴
露在诈骗高发的环境之中。

北京某高校一位辅导员告
诉记者，针对电信诈骗的防骗警
示教育，以前高校很少做，尽管
近年来逐渐引起重视，但总的来
说做得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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