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关链接

这种“大额订单”千万别接

5月18日，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新型犯罪研究作战中心，针
对近期聊城出现的餐饮“大额订单”诈骗作出提醒，并破解、公布了骗
子的套路和手段——

文 赵艳君 制图 许云峰

东昌府警方提醒，广大餐饮企业经营者手机号等信息处于“半透明”状
态，骗子可轻松获取，当接到订餐电话时，餐饮企业负责人需要保持清醒，不
要先行垫付相关费用，尽量面谈相关事宜，以免被骗。

谎称预订大额订单骗取信任。
骗子以预订餐饮大单为诱惑，借助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餐饮企业

负责人，迷惑当事人。

声称需采购指定产品。
在获取受害人信任后，骗子会声称需要某些特定的酒水或食材产

品，让老板帮其准备。为了这笔大订单，许多受害人会选择铤而走险，陷
入了骗子精心编织的圈套。

二号角色“供货商”出现。
骗子会为受害人提供“供货商”联系方式，诱导其

通过该“供货商”进货，其实这些所谓的“供货商”就是
诈骗分子同伙或本人，受害人在与“供货商”联系过程
中，对方便会要求收取“定金”或“货款”，还不支持“货
到付款”。

一旦收款就会“闪人”。
如果受害人答应支付，骗子收款后会立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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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诈宣讲
进农家

5月21日，东昌府区郑家镇人大
代表徐书锋在该镇前景村农家庭院内
为村民们讲解网络反诈知识。郑家镇
充分发挥政府、人大等部门的职能作
用，组织精干力量走村入户了解社情
民意，为百姓传经送宝，提升了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文/图 本报通讯员 李学贵 郭永忠

上班途中偶遇火灾险情

退役老兵危急时刻挺身救火
本报记者 朱海波

5月21日下午2时30分左右，退役老
兵、临清市人武部应急连民兵邢以山开车
去上班。当沿着临博路向东行驶至新华
街道葡香园附近的凯正加油站时，他发现
路南侧浓烟滚滚，火势正在迅速向东边的
树丛蔓延，起火处距加油站仅30米，异常
危险。

邢以山迅速将车停在加油站，一边跑
向灭火器，一边冲加油站服务员大喊：“前
面着火啦，赶紧打119报警！”话音未落，他
拿起一个10多公斤重的干粉灭火器飞奔
向着火点，边跑边迅速拔掉灭火器安全插
销，此时，火苗已蹿到1米多高，邢以山将
灭火器喷管对准火苗根部猛喷，顿时白烟
滚滚，啥也看不清了。邢以山顾不上火烤
烟熏，哪儿火势大他就往哪儿去，浓烟中

留下他只身救火的身影。
就在火情稍稍被压制的当口，灭火器

里的干粉用完了。邢以山再次跑回加油
站，一手拿着灭火器，一手拿着水桶转身
飞奔火场。他想用浇灌的办法将火势压
制住，但根本压制不住，他只能打开第二
个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再一次进行猛
喷。

在他只身灭火七八分钟后，消防救援

人员赶到了，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奋战，火
被彻底扑灭。

等消防车离开，邢以山又将灭火器和
水桶送还给加油站，加油站负责人称赞
道：“您真是一位大英雄！”他拿出两瓶矿
泉水递给邢以山，以表感谢。此时，邢以
山全身都是烟灰和干粉残迹，他顾不上自
己的“狼狈相”，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开起
车匆匆去上班了。

“大单”从天而降？骗子在演“双簧”！
东昌府警方发布预警通报，破解面向餐饮行业的新型诈骗手段

本报记者 赵艳君

原以为天降好事接个“大单”，最后却
发现是骗子在演“双簧”。最近几天，聊城
城区某酒店负责人吴乔（化名）有点哭笑
不得。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该酒店前台接到
的一个陌生来电说起。

4月21日晚7时35分，酒店订餐电话
突然响起，来电号码为“131”开头的手机
号，号码归属地显示是广东广州。电话中，
一名操着南方口音的男子，声称要连续十
天预订晚餐，每天都需要安排三桌饭菜。

毫无疑问，这的确是个“大单”。因为
对方一直要求和酒店负责人通话，所以接
电话的工作人员立即喊来吴乔，详细和男
子商谈订餐细节。再次重复自己的需求
后，男子随即提出，宴席上所用的10箱红
酒由他指定，而且可以给吴乔介绍供货
商。双方商谈之后，基本确定合作事宜——
男子提前结清宴席费用，吴乔从指定红酒
经销商处进货，甚至可以从中赚点“差
价”。如此一举多得的事情，吴乔瞬间动了
心，遂安排助手晓美（化名）接手这个业务。

次日上午 10 时 50 分许，男子通过微
信将一张假的汇款电子回单发给晓美，上
面显示 57780 元餐费已经“汇入”酒店账
户，对方谎称因为跨行转账，费用将延迟
两小时到账。在这期间，男子一再催促晓
美垫付购买红酒的货款，并声称济南的红

酒供货商已准备安排最后一班物流发货，
“错过就来不及了”。

见对方催得如此急，且5万余元的餐
饮费用尚未到账，晓美隐隐感觉有些不对
劲，和吴乔商议之后，两人决定换种方式
回复男子。“我们告诉他，酒店老板刚好在
济南出差，可以直接将红酒捎来，货款当
面给供货商结清。”吴乔说，没想到，男子
听到这样的回复，直接挂掉了电话，再也
没有联系，“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
差点上当受骗”。

又过了半个多月，5 月 13 日，又有类
似电话打到酒店，内容一样，套路一样，结
果也一样。

“这其实就是一种老套路、新形式的
诈骗，对方以‘订餐需要指定红酒’为由，
通过发送伪造的付款记录，博取店家信
任，诱导其通过第三方进货，从而实施诈
骗。”5月18日，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
反电诈中心民警陈以潮介绍，最近，这种
骗局在其他城市也时有出现。为此，警方
提醒广大餐饮商家，涉及大额订单，一定
要多方考虑，如果对方要求垫付货款，一
定要保持清醒，“切记，付款凭证也能造
假，相关事宜尽量面谈。宁可少接一个大
单，也不要让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
被骗走”。同时，警方第一时间发布了预
警通报，提醒聊城餐饮行业经营者注意防
骗的同时，也逐一破解了骗子的套路和手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