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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高明

网络时代，一些不法分子瞄准网
上的漏洞大做文章，利用奇招、怪招不
时刷新骗局招数，令人防不胜防。2月
27日，聊城市看守所几名涉嫌网诈在
押人员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
以案示警，可以帮助大家识破网诈新
套路，捂好钱袋子。

抽奖转盘 扫码赚钱

江丰（化名）浏览某招聘网站时，
被一个用工广告吸引住，上面写着高
薪招聘推销员，按业绩提成，上不封
顶，保底月薪5000元。起初江丰很犹
豫，因为身边的熟人、同学有因挣钱闹
得家破人亡的，有为了钱犯法被抓的，
天上怎么能掉馅饼？但他又觉得，事
情还是得往好处想，不妨去试试，说不
定有好事儿，便加了对方微信。对方
在微信里告诉他，他的具体工作是每
天招揽顾客到网站通过转盘抽奖。

江丰陈述：这是个冒牌公司，还做
了名为“廉价商城”的网页。我每天向
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短信平台等推
广廉价商品抽奖链接。如果浏览网站
不购买商品，商家便用免费抽奖的招
儿吊人胃口，使人不由自主就想动动
手指抽奖碰运气。不花钱抽奖，大多
数人都想试试，一旦抽到便宜商品，时
间一长，就会心动花钱抽奖。如果从
网站扫码充值现金，充值多抽奖次数
就多，奖项设置得也很有诱惑力。充
值多，抽中大奖的概率就大。有一名
顾客起初微信扫码充值了300元，抽中
了优惠券，得到了白酒、香烟等商品。
得到好处后，该顾客又扫码充值 3 万
元，“遗憾”的是没中奖，3万元轻而易
举被骗走。

反诈提醒：高薪招聘陷阱多，扫码
赚钱需提防。知名度高的大型购物平
台，抽奖转盘有可信度。其他途径的
扫码抽奖，转账前应慎之又慎，最好向

公安反诈部门核实真伪。

旅游大单 返利捞钱

薛贵（化名）喜欢旅游，几个月前
投资旅游被骗了5万元。骗子被抓后，
他竟然模仿骗子的方法，用旅游 App
骗钱。

薛贵研发了违法旅游App吸引他
人投资，但担心被抓，打算在没露馅
前，赶快捞够钱就金盆洗手。薛贵通
过微信朋友圈、QQ 等渠道宣传这款
App揽金。

薛贵陈述：为使人相信这个旅游
App投资回报高，我假戏真做，租房子，
伪造营业执照，包装了皮包公司。前来
咨询考察的人到来时，我带着他们到事
先安排好的旅游公司参观，还允诺给他
们提供免费旅游服务，领他们游历名山
大川各个风景区。旅游途中他们吃喝
玩乐很尽兴，我还送给他们当地土特
产。趁着他们高兴，感觉到时机成熟，
我便用高额回报作诱饵，引诱考察项目
的人投资我的App。每月以7天为一个
周期，投资者分4周拿到收益，一次比
一次收益多，但必须保留一定投资余
额。起初，他们投资少，但我千方百计
让他们的收益增加。几轮投资后，尝到
甜头的人尤其是老年人，便翻倍投资，
有的投资几十万元。一年后App消失，
返利变成一场空。

反诈提醒：网络投资需谨慎，银发
老年人更容易上当受骗。警惕高利率
的投资，一旦被只挣不赔的投资迷住
双眼，往往会落入“杀猪盘”陷阱不能
自拔。

订单双簧 客服得钱

刘旱（化名）曾被网络骗子骗了几
万元，心存不满的他，想把被骗的钱从
骗子手中“赚”回来。他看到一条兼职
招聘信息，日赚千元，回报高，收益
快。刘旱寻思，必定是骗子作怪，报复

骗子的机会来了。不由分说，刘旱加
了招聘信息上的联系人为好友。该好
友发给他微信链接，让他下载App，扫
码进入客服推销群。

刘旱陈述：客服推销群每天都提
供大量电话号码。我以某大型网络购
物平台客服的名义打电话，加微信好
友，发朋友圈，推销所谓的商品。相信
的人下载购物 App 软件，刚开始下订
单购买凳子、牙膏、牙刷等低于市场价
的小物品，我也得到不少提成。把这
些比市场价便宜的小物品邮寄过去，
就骗到了“信誉”。然后以老客户打折
力度大为由，逐渐诱导他们签订大金
额订单，下完单，我收到大量提成，顾
客却得不到商品。随着提成的增加，
我被金钱冲昏头脑，将报复骗子的事
抛到了脑后，没骗成骗子，却上了“贼
船”。

反诈提醒：被骗后，及时报警是上
策。网购不要贪图便宜，不要轻信陌
生客服来电，不随意下载软件，不听不
信不转账，购买大额商品时到可信度
高的购物平台较为稳妥。

中介变骗子 挣钱变骗钱

谭妙（化名）浏览××鱼、×××
城、朋友圈等软件时，看到卖家在贴吧

发利用“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套现
打折买高档手机的帖子。谭妙的手机
用了五年，想换个好手机，便联系卖家
打折买了一部高档手机。低价购得高
档手机，谭妙便向朋友炫耀。朋友发
现谭妙有“门路”，向他献计，可以利用
此“门路”挣钱。

谭妙陈述：虽然我手中没有货源，
但是我觉得自己有网络资源，可到论
坛看帖、发帖，坚信自己能获取大量高
端手机货源，做中间商牟利。随后通
过App、小红书、朋友圈等平台找到倒
卖商店倒卖的手机。联系好上家后，
我给3个下家都供了货。卖出手机赚
了钱，还有下家给我要货。但货源其
实是不足的，找不到货源，我仍和下家
签订网络买卖合同，收取货款。钱财
被我挥霍一空，我越骗越多，金额越来
越大，最终无力偿还货款。

反诈提醒：“花呗”“白条”等信贷
产品，使用时都有限定范围，不允许套
现操作。朋友圈、论坛等社交软件发
出的广告，不要轻易相信。签订网络
合同，莫急于付款转账，以免上当受
骗。

网诈套路深 莫当提款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