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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反诈防火墙
从全民下载App开始

“全民反诈，从下载 App开始！”采访过程中，邹驰中不停的为
“国家反诈中心”App做宣传。

这个 App由国家反诈中心和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联合开发，
具备四大核心功能：一是“诈骗预警”，对诈骗来电、短信、App 进
行无感阻断；二是“我要举报”，遇到有疑似电信诈骗可以快速举
报；三是“身份验证”，对聊天对象身份进行辅助验证；四是报案助
手，被骗后第一时间可在 App内报案。

“记得注册并实名认证！”邹驰中提醒，下载后选择所在地区
（湖南省－株洲市－XX 区县）进行。注册成功后，点击“来电预
警”－打开“来电预警”和“短信预警”，开启全方位诈骗预警。这个
App 是反诈利器，若网络骗子要求市民卸载，千万不要被其忽悠
上当。

“反诈并不是一款 App 就能实现的，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配合。”邹驰中表示，每个人都不是反诈局外人，积极了解反诈知
识、提升防范意识，就像中医“治未病”、西医“打疫苗”一样重要。
天上不会掉馅饼，网络之上有陷阱，只有人人提高防骗意识，不给
网络骗子可乘之机，就一定能让我们的岁月静好持续下去。

这个热点蹭得暖心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陈双容

民警：“您好，请扫一下旁边的场所码。”
群众：好的……咦？警官，我点不出来，怎么回事？
民警凑上前查看一番后：同志，你手机欠费了！
群众：啊，那怎么办？我都排了这么久的长队，不会

做不了核酸吧？
民警：那这样咯，你可以……
群众犹豫着：警官，这样不好吧？
连日来，在长株高速公路株洲收费站疫情防控卡

点，这一幕持续上演。远远看去，好像是一位民警在催促
着群众做不太情愿的事情似的。走近一听，原来是这样
的……

民警：那这样咯，你手机打开 wifi，连接那个“110 便
民热点”。

群众犹豫着：警官，高速路口又没网线，怎么可能有
热点，这不好吧？

民警：有什么不好的，是我们公安民警用手机开的
流量热点，可以放心连，先续上费咯。快点！赶紧搞完你
也可以快点回家。

类似的一幕，每天在株洲经开区各大出城口时有出
现。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每日进出城的车辆和人员都需
要查验二维码、行程码及核酸检测报告，卡口附近也设
有免费核酸检测点。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排队做核酸，其中就有部分粗
心的群众因为手机信号不佳或停机导致无法查验“两
码”情况。看到群众着急得不行，经开公安分局的民辅警
们就赶忙分享手机热点，及时给群众带来便利。

久而久之，民警觉得，每次都要念那个绕口的热点
名称，还不如让群众自己一眼就搜得到。就这样，“110便
民热点”在经开区各大出城卡口应运而出，群众用手机
一搜，一看名字就知道是由公安部门提供的，可以放心
联网查验“两码”或者给手机续费。

“这个热点真便民，我们蹭得暖心！”解决了燃眉之
急的群众纷纷点赞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这
样的公安民警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左转车道多一条
路口通行快一点

“左转车道由 1 个变成 2 个，还可通过黄色虚线原地
掉头，通行快多了！”4 月 10 日下午 6 时，驾驶员何默驱车
经过天元区珠江北路与神农大道交叉路口，轻松地进入
神农大道往东行驶。

此路口南北双向的车辆非常多。以前，因为只有 1 个
左转车道严重影响了通行效率，今年被纳入了市区 17 个
交通堵点“微改造”计划，该路口南北双向均增加了 1 个
左转弯掉头车道，变双黄实线为部分虚线，有效提高了
该路口的通行效率。下一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治堵保
畅工作专班民警表示，将联合信控调优团队，对信号灯
配时同步进行调整，以确保神农城周边畅通。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龙逢春 摄

珠江北路左转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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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等骗子盯上你
沈全华

到了 2022 年，还有人相信刷单兼职能补贴家用，甚
至赚大钱？嗯，还真有人信！这不是网上的段子，而是发
生在身边的真人真事。

一部手机、一根电话线、一条短信，都可能成为电
诈爆点。你以为骗子远在天边，他却通过网络跑到你或
身边人的眼前。在数字化时代，网络骗子抱团作战，凝
聚一条隐形的产业链。他们的诈骗花样百出，跟着时事
热点不断升级换代。年中年底网购促销，他们就客串电
商客服行骗；冬奥会“冰墩墩”晋级顶流，他们就紧扣周
边产品空手套白狼；你想足不出户兼职赚钱，他们就用
网络刷单钓鱼；你期待爱情美满、财源广进，他们就谎
话连篇玩起“杀猪盘”。

比你自己更懂你，骗子可能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做
文章。与网络骗子斗智斗力，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的
战斗，需要的是社会全体的力量。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没
有旁观者和局外人，只要人人参与其中，反诈骗行动就
能事半功倍。手机存储空间再小，下载安装“国家反诈
中心”App 还是可以的；防骗经验再高，实名注册反诈
还是稳妥一些。广泛转发反诈骗宣传，理性提醒身边的
亲朋好友，积极参与执法部门的反诈活动，你好我好大
家好，更好驱散电信网络诈骗的阴影。

与其等骗子盯上你，不如事先筑好反诈防火墙。提
高反诈意识，增强防骗能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
能久久为功。全民反诈，你我同行，一起向前奔跑吧。

经 开 公
安 用 手 机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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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热点”。
通讯员供图

这是与时间赛跑，跟网络骗子拼手速

紧急关头
反诈民警按下转账“停止键”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张鹏

4月10日，星期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再次确认，账户资金没有异常！我给反诈民警

点赞，她们的反应太及时了！”一大早，市民高女士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后，头天的惊险一幕涌
上心头。

周六晚上，高女士在家里吃饭时，突然接到一
个“0087”开头的陌生境外电话。来电称，她有一个
网购邮件 3次未能送达，现已返回原处，需要她报
身份证号码以便查询出了什么问题。高女士回想了
自己最近的网购经历，并询问了家人，发现没有此
事，立即挂掉了电话。刚挂断，又来了电话，这次是
“96110”。反诈民警告知她，刚接的境外电话是网
络骗子打来的，希望她不要上当受骗。“还好警惕性
高，不然就被套进去了！”事后，高女士反复查看账

户资金无误后，终于放下心来。
“我就是一个打电话的！”沐浴着朝阳，市公安

局反电诈中心01号预警员范小莉（化名）精神抖擞
地进入预警大厅，打开电脑、摆好电话，准备新的一
天战斗。每天打劝阻电话是基本操作，遇到紧急或
高危预警时，还要通知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提醒。

“反诈预警专线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主要负责人、刑侦支队四大队教
导员邹驰中表示，反诈工作要下好预防电诈这个先
手棋。预警电话来得这么快、打得这么准，源于我们
有一套不断完善的反诈机制。最强大脑+最快拳
脚，让反诈民警能抢在当事人转账之前按下“停止
键”，从而掐断网络骗子的流水线，帮助群众保住钱
袋子。

一天打200个电话
下班后连话都不想说了

预警大厅就是反诈战场，预警员不是在打电话，就
是准备打电话。

“您好，我是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的民警，请问您
刚才是否收到刷单兼职的电话……”在每个预警员的
办公桌上，都张贴着几张劝阻规范用语，代办贷款、冒
充公检法、冒充电商客服、刷单兼职、网络交友诱导赌
博投资（俗称“杀猪盘”）等各类常见的诈骗手段均在其
中。

这是一场时间战，“最快拳脚”拼手速。根据预警平
台接到的诈骗线索预警等级，预警员需要及时研判当
事人所在地，通过电话、短信、上门的方式，在网络骗子
得手前阻止当事人转账。晚一分钟，当事人被骗的风险
就更高一些；早一分钟，只要当事人停止转账，他的钱
袋子就保住了。

这也是一个体力活，海量工作显担当。每天，每一
个预警员要完成 196 条预警信息的及时预警和宣传，
并对部、省平台推送的预警信息进行反馈。有的一天，
仅预警信息推送总量，就有 4000多条。

“最多的一天，要打 200 多个电话，下班后连话都
不想说了！”对范小莉等预警员来说，工作量大不是问
题，问题是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完成预警劝阻工作。有
的当事人不知道“96110”这个预警电话，不相信反诈民
警的劝阻，还把警方提醒当成诈骗套路，让人啼笑皆
非。这虽然增加了反诈工作的难度，也说明市民反诈意
识的提高。

电话打多了，口干舌燥不说，脑袋也是嗡嗡的。从
上午 9时，一直干得晚上 9时，有时还搞到晚上 11时，准
时下班是一个奢望。即使睡梦中，脑瓜子也不时回想这
些事情，预警员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现场。

她提醒广大市民，当自己遇到一些比较紧急的情
况，或者是非常奇怪的话，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拨
打警方的电话。如果反诈中心一直给自己打电话，一定
要马上接听，并查验一下这个电话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电话占线继续拨
一切为了群众的钱袋子

从接预警信息开始，到打电话劝阻，再到信息反
馈，范小莉等预警员的劝阻工作虽有规律可循，并非简
单的重复。

“一个电话就能救回几万元钱，累点也是值得的！”
说起电话劝阻案例，范小莉信手掂来。

2月 27日，上级预警平台推送信息显示，一名姓张
的男子正与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通话。范小莉当即拨
打张先生的电话，对方却一直占线。范小莉没有放弃，
仍不停拨打，并用工作手机发送预警短信，告知对方正
在接听诈骗电话，不要上当受骗。

12分钟后，范小莉终于与张先生通上电话。张先生
表示，他接到一个自称是市区民警的电话，说自己涉嫌
参与一个洗钱案，此案明天就要开庭了，张先生若没有
做过就要自证清白。

张先生是做生意的，经常会把身份证复印件给别
人，以为被人利用，遂同意与对方 QQ视频聊天。视频对
面，是一位身穿警服的人，对方又以信号不好为由让张
先生下载了一个“视频会议”软件并进行了共享。在对
方的诱导下，他登录自己的网银，将自己的两张银行卡
及卡内余额 7 万元告诉了对方，对方要求他转账至一
个所谓的“安全账户”。

正准备转账时，范小莉的预警电话来了。她明确告
诉张先生，这是一个诈骗电话，不要上当受骗。同时，对
张先生进行冒充公检法类电信诈骗防诈宣传。就这样，
这 7 万元现金的临门一脚被叫停，安全地呆在张先生
手中。

线上线下同步处置
止付冻结108万元

对高危、紧急类预警，市反诈骗中心坚持两条
腿，一边通过“96110”反诈专线第一时间电话劝阻，
另一边通知辖区派出所民警及时上门见面提醒。

对发现的可疑银行账号、电话号码、虚拟身份，
则同步做好冻结、封号等反制工作，做到“线上线下
同步处置、止损反制同时跟进”。

3月 11日，上级预警平台推送信息称，芦淞区白
关镇沙堤村聂女士疑似正在遭受电信诈骗，被骗金
额不详，请迅速联系其本人。范小莉当即拨打电话
与聂女士联系，聂女士疑似被诈骗分子蛊惑，已经
不与外界联系了。

于是，范小莉一边继续拨打聂女士电话，一边
联系董家段公安分局白关派出所。派出所值班民警
第一时间电话联系聂女士，但拨打了七八个电话都
没人接听，聂女士在诈骗分子蛊惑下，已经不与外
界联系了。

形势紧迫，值班民警立即联系熟悉驻村辅警一
同前往聂女士住处找人，得知她已去白关服饰城上
班。民警、村干部等兵分多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
找，终于服饰城一家工厂里找到了聂女士。一见到
聂女士，民警就将其手机抢过来，防止她给网络骗
子转账。

此前，聂女士接到一个冒充南京公安的诈骗电
话，称其银行卡涉嫌参与诈骗洗钱活动。对方发来
一张假的逮捕令，并要求其去南京接受调查，并称
需将钱转入安全账户等。聂女士深信不疑，以至于
对省反诈中心发来的短信提醒置之不理。在即将把
自己辛苦打工赚来的 10万元积蓄转给对方之际，幸
被上门民警及时制止。

聂女士感到一阵后怕：“10 万元对于一个打工
人来说，要存四五年，真是太感谢你们警察了！”

无独有偶，1 月 12 日，天元区居民刘女士遭受
“杀猪盘”电信诈骗。在市区两级反电诈中心民警多
方努力，成功阻止其继续转账，累计止付、冻结 108
万元。

数据共建共融共享
构建反诈“最强大脑”

每一次劝阻成功，既是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也
是合力作用的结果。

群众呼声是第一信号。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全市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和跨境突出犯罪工作协调小组。该小组
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整合纪委、政法、宣传、工信、
民政、交通、电信运营商、银监、银行等 35个单位和
部门资源，有效实现齐抓共管、群防群治以及数据
共建共融共享，将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和金融、通信、
互联网等行业监管责任落到实处。

有了“最强大脑”，反诈工作交上满意成绩单。
至 2022年 3月 16日，全市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 259
起，涉案金额 5863万余元，止付、冻结金额 14459万
元，电信诈骗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40.54%，损
失金额同比下降 49.23%。其中，市区两级公安机关
破获的部督“10·26”特大电诈跑分洗钱专案，受到
公安部、省公安厅的贺电表扬，社会各界也对此纷
纷点赞。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目前，各县市区公安机关
反诈中心现已经建成并实体化运行，中心配备了专
业人员力量，建立了相应工作机制，承接开展接警
止付、线索核查、分析研判、排查管控、宣传防范、现
场勘查等日常工作。

记住这4种电诈套路
反诈民警送上锦囊妙计

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受骗情况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
目前，我市电信诈骗案件常见的是刷单返利、杀猪盘、贷款代

办信用卡、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诈骗 4种类型。除了上文所提典
型案例，还有其他两类可以盘点，让我们一起看看骗子的嘴脸。

虚假贷款的典型案例：2021年 12月 12日晚，受害人徐某琳手
机收到陌生号码发来的一条短信。出于好奇心理，她根据短信提
示，进入一个陌生网站下载名为“速审版”的 App，申请了 30亿元
的贷款。后因 App要求缴纳解冻费，徐某琳提供了银行卡号，先后
9次转账 73万元，后到派出所咨询才发现被骗。

刷单返利的典型案例为：2021年 6月 24日，47岁的受害人张
某辉在家中浏览手机时，发现一则“刷单赚钱”的广告，后出于好
奇和想赚钱的目的，主动添加了该企业微信。在获取数百元的蝇
头小利后，被对方要求“大金额充值获取高利润”为由，按照指令
逐步操作，结果输入支付宝密码，导致银行卡内的 98万余元悉数
被骗走。

反诈民警提醒广大市民，不管犯罪分子诈骗手法如何变化，
把握好以下 4条原则，可以有效防止电信诈骗。

一、公检法等部门不会使用电话方式对所谓的涉嫌犯罪等问
题进行处理的，因此，不要相信此类骗术。

二、不要轻易相信陌生电话或短信，更不要抱有侥幸、怕麻烦
的心理。遇到此类型情况，要多方查证核实。

三、要养成保密意识，不要轻易泄露身份证件、银行卡等个人
信息。

四、任何陌生人通过电话、短信以保障银行账户安全为名，要
求银行转账、汇款的，一概不要相信。

记者手记

反诈预警员通过电话劝阻电诈对象。沈全华 摄

反诈民警守护了群众钱袋子，当事人送上锦旗点赞。通讯员供图

民警抓获部督“10·26”特大电诈跑分洗钱专案嫌疑人。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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