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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吃劲时还需提防这些骗局

专家：务必从正规渠道购买防疫用品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购买防疫用品

或药物以及爱心捐赠时， 一定要通过正
规渠道；不要点击陌生号码发来的网站，
遇到退改签信息，需与官方核实确认。

“国家对新型冠状病毒治疗实行免
费医疗， 涉及转账等事项务必保持谨
慎，多方核实后再做决定。”广东省反诈
中心负责人表示，希望有就诊需要的患
者切勿“病急乱投医”，同时建议教育工
作者加强相关互联网群组管理，提防不
法分子混入行骗。

“用户还可通过登录微信 ‘腾讯
110’小程序，通过‘我要举报’选择举报
类型，提交完整证据及截图，如果坐实
违规，腾讯平台将对违规账号进行线上

打击。”袁成艳说，相关举报线索结合平
台大数据能力将形成团伙信息， 腾讯
110 团伙挖掘团队会对各类网络违法
违规线索及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协助警方实施线下打击。

记者了解到，当前各地警方正针对
此类违法犯罪活动加大打击力度。北京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警方将依法
严厉打击涉疫情防护物资违法犯罪活

动， 特别是将制售假冒伪劣防护物资、
非法经营、以售卖口罩等防护物资为名
实施诈骗等涉疫情犯罪作为打击重点，
对违法犯罪活动及时发现、 坚决打击，
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及时化解、依法严惩在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
及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
是当前战“疫”吃劲阶段的重要工作。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疫情发生以来，谎称有防疫物资骗钱、冒
充“感染者”博“同情”、售卖假口罩、伪慈善“冒头”等电信网络诈骗
手段“花样翻新”。 警方提醒，当前仍需提高警惕，谨防受骗。

涉疫情诈骗多发 各方发力打击

“24万元被骗走了！ ”近日，北京
某医疗器械公司工作人员张某报案

称因公司急需购买防护服、体温枪等
医疗用品，他向声称“有现货渠道”的
王某某转账 24万元。 此后王某某却
以各种理由拖延供货，令张某惊觉被
骗。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东城公安分
局刑侦支队很快将犯罪嫌疑人王某

某抓获。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 王某某

所谓的医用防护服 、体温枪供货
渠道均为虚构 ，骗取的钱款均被
其个人使用 。 目前 ，王某某因涉
嫌诈骗罪被北京东 城 公 安 分 局

刑事拘留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有不法

分子利用民众、企业急于购置口罩、消

毒液等医疗防护用品的需求， 或者积
极表达爱心、 希望参与捐赠活动的心
理， 在社交平台或网站上发布虚假信
息，骗取钱财。

公安部国家反诈中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月 29日 20时，全国公安机
关累计侦破利用疫情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 9517起， 累计涉案金额超过
2.73亿元。

互联网平台在反诈骗工作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截至 2月 27日 24时，腾
讯 110联合腾讯守护者计划协助警方
进行线下打击抓获诈骗嫌疑人 2659
名，侦破案件 6248 起；在阿里安全钱
盾反诈实验室协助下， 广东警方 3日
内破获一起涉案金额百万元的电信诈

骗案件。

诈骗手法涉多个民生领域

虚假售卖口罩、药品，冒充慈善机
构，利用交通、旅游平台行骗……记者
梳理发现，疫情期间的诈骗手法涉及多
个民生领域。

———虚假售卖口罩、药品。 为买口
罩转账 20 万元后换来一条丝巾、 买口
罩汇款后竟被商家拉黑、预付定金后约
好线下交易体温枪却 “货财两空”……
腾讯 110 平台负责人袁成艳介绍，疫情
以来声称 “可代购或屯有 N95 型医用
口罩”的虚假售卖口罩诈骗在所有诈骗
类型中占比最高，超过八成。

———以慈善之名，行诈骗之实。 广
东省反诈中心负责人介绍，有诈骗分子
通过微信、QQ、社交网站等多种方式，
冒用红十字会、 慈善会等民政慈善组
织，向群众发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献爱心”的虚假捐款信息，利用群众的
同情心进行诈骗。 日前，广东省揭阳市
的林先生通过微信公众号“武汉市慈善
会”发送的二维码扫码转账捐款 500 元
后发现，其转账账号其实为私人银行账

号，并非武汉市慈善会官方银行账号。
———利用交通、旅游平台行骗。 不

法分子以 “航班/列车因控制疫情被取
消，办理退改签可获赔偿”为借口，或以
疫情影响旅行合同取消、 酒店押金退
还、快递滞留补偿或取消邮寄退费等为
理由， 诱导受害人点击虚假退票网址、
拨打虚假客服电话并提供银行卡账号

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进而盗取受
害人银行卡中财产。

———冒充“感染者”或“感染者亲属”
行骗。“我是一名 17岁的高中生，现在在
医院，已经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我这
辈子没什么远大梦想，就想……”有不法
分子通过谎称自己是感染者方式行骗。
此外， 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冒充学校或公
司工作人员， 以孩子或亲属已感染新冠
肺炎急需“住院费”为由，骗取钱财。

此外记者还发现，冒充班主任骗取
学杂费、以提供医院床位为名骗取“中
介费”、 以运送防疫物资为由骗取网约
货运司机定金等诈骗手段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