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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8月24日讯 “我用
的老年机”“我不会操作智能
机”“我没有上当”，面对民警的
劝阻，女子压根不承认自己被
骗了，她认为自己只是从网上
低价买了购物卡，拒不配合民
警调查。

8月9日，沂源县公安局城
区派出所接到反诈指令，辖区
一群众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并已
转账5000元。接到指令后反
诈轻骑兵立即电话联系该群众
并开展上门劝阻工作。

“我用的老年机，不会用手
机转账。”通过电话联系，该群
众称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更不会
从手机上转账，不说具体所处
位置拒绝见面。面对这一情
况，反诈民警立即通过信息研
判联系该群众所在社区工作人
员及时找到其所处位置后，上
门开展劝阻。经过联系劝说该
群众依旧不愿见面，也不让民
警去其家中。反诈劝阻民警只
好在楼下耐心劝说等待，经过
一段时间沟通，该群众才同意
配合。“我没转账，没被骗。”面
对民警的询问，该群众仍然坚
称未被骗，但反诈劝阻民警发
现她使用的是智能手机便要求
查看其手机。民警发现有一条

转账5000元记录，该群众一开
始称不知道什么时间转的，后
又称从网上购买东西，支支吾
吾说不清具体买的什么。

经过反诈劝阻民警耐心劝
说及讲解反诈知识，该群众才
将实情告诉民警，她接到陌生
电话，对方称可以在手机上通
过“京东”购买“充值卡”价格便
宜。她添加对方微信并在对方
指示下，花费5000元购买了

“充值卡”。经过民警核实，所
谓“京东”客服为诈骗分子，其
购买的“充值卡”也为骗子所虚
构。经民警耐心讲解劝说，该
群众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表
示不会再继续相信骗子的话，
并主动配合民警开展案件
调查。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网购一定要选择正规购物
平台，并且一定要使用官方平
台进行资金操作；网购时遇到
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官方客服；
如果卖家要求使用它提供的链
接或二维码，一定要再三核实，
以免陷入骗子提前布置好的陷
阱中。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张琪

女子被骗5000元 反称用的老年机
贪便宜买来虚构“充值卡”民警多次劝说才配合调查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中
国科学院博士被骗至缅甸，每
日被强迫工作18小时”引发
关注。

据海报新闻报道，针对此
事，记者联系了中国驻缅甸大
使馆。8月22日，大使馆领事侨
务处回复记者邮件称，“使馆高
度重视中科院博士张某被困缅
甸妙瓦底案，已同山东省警方
及当事人家属取得联系，将当
事人有关信息通报缅甸、泰国
相关政府部门，目前正推动缅、
泰警方全力开展调查解救工
作。”

近日，一网友发文称，自己
的博士朋友张先生于2022年8
月16日被骗至缅甸，至今已经
一年，每日被强迫工作18小时，
同时遭到严密监控。

8月17日，记者联系到该博
士的女友杨女士，杨女士表示
男友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
境研究所，后从事博士后研究。
据其称，张先生在一年前有几
万元的债务问题，后经介绍以
为去新加坡从事翻译工作，但
最终被骗至缅甸。

杨女士介绍，张先生当时
跟一个中介联系了好几个月，
反复了解、核实，最后才确定出
国工作，但后来发现中介骗了
他们。杨女士表示自己曾劝男
友留在国内，但张先生说去东

南亚做翻译工资高，底薪有一
万五，做得好有四五万一个月，
他出去一两年就回来。

杨女士回忆，去年8月12
日，张先生启程出境，中间辗转
了香港、曼谷等几个城市。8月
14日，他从曼谷去到湄索，这是
泰缅边境的一座小城镇，隔着
湄河与缅甸相望。16日，张先
生由湄索坐车到了缅甸妙瓦
底。杨女士说，当时她收到男
友的信息，说不想去缅甸，那边
不安全，但是他已失去了人身
自由。

公开资料显示，位于缅甸
东部的妙瓦底，被地方武装组
织控制，成为网络诈骗的大本
营。近年，中国警方加大对跨
境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电信
诈骗窝点从金三角、缅甸北部
等转移到妙瓦底。

张先生的姐姐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弟弟打电话给家人
时说，他每天被监视着工作18
个小时，逃离遥遥无期，希望家
人可以救他出去。缅甸一方要
求其转账12万才可放人，但在
转账后发现账户被冻结，无法
进行转账，杨女士称男友因此
被打、关禁闭。

张先生之前任职的中国科
学院庐山植物园工作人员表
示，张先生为人老实，博士研究
方向为古植物。知晓此事后，

张先生的哥哥选择报警，户籍
所在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已将
此事上报给中国驻缅甸大
使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
反诈宣传的普及，国内民众反
诈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此
同时，缅北电诈也有了新变化。

在缅甸生活近10年、目前
在缅甸经商的中国人A先生曾
参与解救身陷缅北诈骗陷阱的
中国人，对缅北电诈情况有一
定了解。A先生告诉记者，“现
在‘流行’的是以高薪诱骗，等
人到了以后，再限制人身自由，
让家属拿钱赎人。”此外，他还
提到，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现
在成了诈骗的新目标，“因为留
学生在国外生活，对于国内讯
息掌握不一定及时，所以他们
对于诈骗电话的警惕性可能没
有那么高。”

A先生还提到，针对诈骗目
标人群的改变，从事电信诈骗
的人员也变了———“过去我们
对电诈人员的印象，可能是在
电话里听对方说着一口不标准
的普通话，但现他们会找外语
非常流利、文化知识水平较高
的人员来从事电诈。”A先生说，

“你想一下，一个在海外的留学
生，接到电话，对方一口流利的
英语和标准的普通话，是不是
更具有欺骗性？”

中科院博士被骗至缅甸内情披露

淄博8月24日讯 驾照难
考，淄川的一名女子发现了一
条“捷径”，那就是花钱找人替
考“包过”。这可能吗？这名女
子花200元试了一下，就在她想
继续充值10000元时，民警及
时进行了劝阻。

近日，淄博市公安局淄川
分局城南派出所接到预警指
令，白女士可能遇到了电信诈
骗。民警迅速与白女士取得了
联系，并立即上门进行劝阻。
经了解，白女士从网上看到了
一条专业替考驾驶证的广告，
此时，白女士正在为了考科目
二而发愁。心动不已的她，便
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称需要
交200元的定金，白女士便转了
200元，随后对方又称需要交1

万元的“保密费”，正当白女士
想要转账时接到了民警的劝阻
电话，这才避免了损失。

民警提醒，全国驾照考试
非常严格及规范，每个环节都
会通过指纹、人脸核实考试人
身份，对于“代考”“传指纹”之
类的操作，在考试中根本不可
能实现。通过非正常途径取得
驾照是违法行为，驾照也要被
吊销，大家更不要抱着侥幸心
理去购买“驾驶证”，认真备考
才是正道。考驾驶证没有捷
径，一定要高度警惕，切勿以身
试法。如遇此类人员，请第一
时间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齐
坤翔

走“捷径”找人替考
要交万元“保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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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为何成为电信诈骗集团的聚集地？
近段时间，说起缅甸，大家

会立刻联想到电信诈骗。缅甸
为何会成为电信诈骗集团的聚
集地？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林曦介绍，2021年2月以来，缅
甸国内紧张局势加剧，这为电
信诈骗集团纷纷入驻缅北、缅
东，并与当地地方势力形成“利
益共同体”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据报道，仅仅在缅泰边境的妙
瓦底，就有上百个诈骗园区，加
上盘踞在缅北部分地区的诈骗

集团，总计至少有1000个园区，
每天有超过10万人在实施电信
诈骗。

缅北、缅东电诈集团聚集
区域仅为缅甸国土面积的极小
部分，且多为少数民族地方武
装控制区，但其却给缅甸国家
形象带来致命打击。

林曦提到，面对恶迹昭著
的电信诈骗，缅甸人民也饱受
荼毒，他们中的部分年轻人同
样被高薪诱骗至电诈园区，遭
受非人折磨。当地社交媒体

上，时常能看到缅甸民众发出
的寻人启事和求救信息。

林曦介绍说，，中国政府正
不断加大力度，同缅甸、泰国等
多国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依法
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等不法团
伙。中国驻缅甸使馆多次解救
被困边境诈骗园区的中国公
民，多次发布反诈宣传，提醒广
大中国公民，切勿轻信所谓网
络高薪招聘信息、偷渡至境外
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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