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交友诈骗嫌疑人都是“戏精”

直到现在，李女士也不清楚
那名男网友究竟是谁。记者从
警方了解到，交友诈骗都是用

感情当敲门砖，常见的骗钱说
辞就是江湖救急或者一起投资
赚钱。近来破获的多起网络交

友诈骗案，拆穿了一人分饰几
角的把戏，也揭露出骗子手段
越来越有迷惑性。

“准丈母娘”竟是中年男子

市民小李通过聊天软件认
识了女友，女友家境贫寒，小李
多次为她慷慨解囊，两人感情迅
速升温。小李希望女友来无锡
见面，女友却多次以家庭原因推
脱。就在这时，女友的母亲出现
了，这名“准丈母娘”力挺女儿和

小李的恋情，表示要说服女儿来
无锡，“我让她来，你只要好好对
她就行。”备受鼓舞的小李给女
友转了车票钱，结果发现对方双
双失联了，而到此时小李已前后
转账2万多元。

惠山警方接到小李报案后，

在新疆抓获了50多岁的嫌疑人
廖某。这个中年男子冒用妻子
身份，假扮妙龄女子与多名网
友谈恋爱，骗取对方钱财，还趁
妻子不注意时用手机拍她的画
面冒充“准丈母娘”，以此博取
网友的信任。

男友和好兄弟实为女儿身

小梅（化名）最近也遇上了
糟心事。此前，一名陌生男子主
动添加小梅为好友，说自己是某
媒人阿姨介绍的相亲对象。小
梅没多想便和男子加为好友，发
现和男子挺聊得来。没几天，媒
人阿姨也添加小梅为好友，小梅
问起相亲对象的情况，媒人阿姨
一个劲地夸赞对方，说男子家境

富裕，而且本人非常优秀，让小
梅不要错过机会。在随后的交
往过程中，男子一会儿借口要还
信用卡，一会儿声称买车要支付
定金，多次向小梅借钱周转。小
梅不疑有他，陆续借给对方6万
多元。可是前一刻还承诺会尽
快还钱的男子，转身就把小梅拉
黑，随后连媒人阿姨也跟着失联

了。
民警根据小梅反映的情况

展开调查，锁定了嫌疑人陈某。
让小梅吃惊的是，陈某之前与她
相过亲，微信上的“高富帅”对象
和媒人阿姨都是他假扮的。原
来陈某沉迷网络赌博欠下赌债，
于是挖空心思包装自己，冒用不
同身份骗钱。

网友交友诈骗中有不少是
嫌疑人男扮女，可也不乏女扮
男，夏雯（化名）就遇到了这样意
想不到的事情。

夏雯（化名）通过手机游戏
认识了高某，两人加为微信好友
聊天，逐渐发展成为恋人关系。
过了没多久，高某称自己出去玩
时遇上仙人跳，需要一笔钱来处

理这件事，否则会影响到自己的
工作和两人的将来。正当夏雯
疑惑时，一名姓徐的军官添加她
为好友，徐某自称是高某的同学
和挚友，向她证实了高某的遭
遇，并且帮高某说了一堆好话，
希望夏雯援手。夏雯被说动了，
就这样，因为高某调动工作、看
病等各种理由，夏雯前后借出20

多万元。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最终选择了报警。

从朋友圈来看，高某在机关
工作，收入稳定生活多姿多彩。
但是经开警方的调查结果让夏
雯大吃一惊，高某竟是由一名女
性游戏玩家假扮而成。为了骗
钱，嫌疑人周某还同时扮演徐
某，来打消受害人的疑虑。

媒人阿姨跟着“高富帅”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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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交友真真假假，对方的
年龄、容貌、声音甚至性别往往都
难以分辨。据了解，在无锡警方
梳理的 6类典型通讯网络诈骗
中，网友交友类诈骗便是其中一
类。与贷款类、冒充公检法类、兼
职类诈骗相比，这类诈骗案件数
量占比虽然不是最多，但涉案金
额比较厉害。而且坊间有人把网
络交友类诈骗称为最可恶的诈骗

手段，因为不但骗钱，还欺骗受害
人的感情。

警方指出，受害人网上看到
的是“高富帅”或“白富美”，看
到的是他们亲友来助阵，但这
些通常由照片加变声而成，背
后可能是一个骗子，也可能是
一伙骗子，都是按“剧本”在
演。民警提醒，网络交友一定
要谨慎，特别是对婚恋网站、社

交网站、聊天软件上认识的好
友，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对
方花言巧语与表面条件所迷
惑。骗子的借口总是五花八
门，但万变不离其宗。在涉及
钱财问题时，请网友不要轻信
对方的借口和说辞，一定要认
真核实情况，多与身边亲友沟
通商量，捂住钱袋防止落入圈
套。 （晚报记者 甄泽、念楼）

（视觉中国）

始于交友，终于诈骗，套路满满，害人不浅——

这些网络交友骗局你看清了吗
相谈正欢的网友突

然发来求助或投资邀请，
并且还有旁人提供建议，
最终投进去的钱打了水
漂。不少受害人发现，网
络交友骗局的套路远超
想象，屏幕的对面是一个
人还是一群人，是“温柔
美女”还是“抠脚大汉”，
其实都是一个个问号。

网络交友20天被骗近40万元

市民李女士向本报反映，在短短 20天
里，她被一名网友骗去近40万元，其中很大
一部分钱还是从亲友乃至网络借贷平台借
来的。

李女士是单身，她告诉记者，6月 10日
那天，她刷抖音时无意中看到了一款社交软
件，就下载到手机里。通过这款软件，她结
识了一名男网友。“对方自称是 1990 年生
的，在上海工作，他说喜欢猫，我们就是从这
个话题开始的。”李女士说，起初都是对方主
动找她聊天，她则礼貌性回复几句，慢慢地
就越聊越多、越来越投机。

李女士说，她和这名男网友互加了微信
和QQ好友。对方还把自己的个人信息也
告诉了她，使得她渐渐产生了信任。男网友
的谈吐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两人之间的关
系迅速升温。之后，两人之间的称呼也变得
亲昵起来。

不过随着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男网友突然提出，为了今后有更好的生活，
他们需要多赚点钱，而男方的姑姑可以帮上
忙。“他说他姑姑是财经大学毕业的，懂金融
知识，可以利用一些金融平台的规则来赚
钱。”李女士回忆，自己一开始对投资既不懂
也不感兴趣，而且担心风险问题，便拒绝了
对方。可对方再三向她保证安全性，并且表
示自己也要投资。

经不住对方多次劝说，李女士抱着试试
的心态，在推荐的一个网站上投了100元，
接着按网友姑姑的话去买一些产品，没多久
连本带利提现了130元。慢慢的，李女士投
资的金额越来越大：“每次需要投资他就喊
上我，说他姑姑有波规划，让我也跟着投钱，
还把他投资的截图发给我，我一次投了
3000元，收益800多元。”经过几次投资后，
李女士放松了警惕。此时男网友提出，最近
平台搞活动，投资得多，获得的收益也高，甚
至在李女士表示没钱时还教她在借贷平台
上借钱。

就这样，李女士一共投资了30多万元，
正当她想着可以赚一笔时，却接到了噩耗：

“提现时他说他的账户出问题了，让我看看
我的账户有没有问题。我去网上平台找到
客服一问，也出了问题，被冻结了。”李女士
说，按客服的说法，她的账户在非法骗取平
台的资金，因此被暂时冻结，需要9万元激
活才能提现。惊慌之下的李女士没有细想，
又找亲友凑了钱打过去，不过账户依然没激
活，客服还在以各种理由要求李女士打钱过
去。李女士这才意识到受骗了，随即报警。

如今，李女士异常后悔，她说和这名男网
友一直是网上联系，发文字或打语音电话，从没
见过对方，曾经她也向对方要过电话号码，但对
方没给。李女士说，目前案件正在等待警方调
查，她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其他人提个醒。

交友要慎重更要捂住钱袋子

遭遇

花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