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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亲临开奖现场，感受公益
福彩、阳光开奖。

近日，中福彩中心2024年“社
会公众自行报名参观福利彩票开
奖”活动正式开启。

当晚，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
龄的首批公众代表走进福彩开奖
大厅。社会公众代表们首先来到
福彩开奖专题展厅。在这里，福彩
开奖的历史长卷缓缓展开，每一段
故事都仿佛跃然眼前。而展厅中
央的互动大屏更是成为焦点，公众
代表轻触“启动摇奖机”按键，屏幕
上的摇奖球开始翻滚跳跃，这一生
动演示让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到
了摇奖机的运行原理。

随后，公众代表们进入福彩演
播厅，在观众区入座，静待开奖时
刻。期间，代表们通过知识问答的
形式，了解了更多的福彩开奖知识，
并近距离观摩了“退役”的摇奖用
球。在开奖前，有两名幸运代表被
随机选中，在公证员的监督下，亲手
抽取了当晚的摇奖用球。开奖结束

后，公众代表们纷纷表示，这次现
场观看开奖，深切体会到了福彩开
奖的公开透明、严谨与公正。

2024年社会公众自行报名参
观福彩开奖活动时间为6月17日
至12月31日，每周一20:10至21:
46（法定节假日及彩票休市期间除
外），报名公众可到现场观看七乐
彩、3D、快乐8游戏开奖。

报名参观者应满足以下条件：
年龄18至65周岁，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身体状况良好（孕妇需
有人陪同，陪同人员也需报名），未
患有传染性、心脑血管、精神等方
面不适宜参观的疾病；遵纪守法，
遵守社会公德，遵守福彩开奖现场
管理规定，配合人证核验及安检等
工作。

申请者需提前8~14日拨打中
国福利彩票咨询电话954168报名
参加活动，咨询电话开放时间为每
周一至周六8:00至20:00（法定节
假日除外），同时需提供申请参观
日期、个人信息、身体状况等信息。

欢迎报名参观福彩开奖
见证福彩公开公平公正

自2005年起，中福彩中心通过
开展“走近双色球”“走近刮刮乐”
等活动，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现场参
观福彩开奖的大门，开创了“全国
性游戏玩法广泛接待公众”的先
河。在此基础上，2019 年起，中福
彩中心又组织开展了社会公众自

行报名参观福利彩票开奖活动，进
一步拓宽了社会公众的参与渠道，
为福彩与社会公众之间搭建起了
坚实的信任之桥。至今，已有近 7
万名公众代表亲临现场，共同见证
了福彩开奖的公开、公平、公正与
透明。

延伸阅读：

在采访中，反诈民警和公益律
师都表示，防止未成年人被诈骗，家
长要守好“第一道防线”。

首先，家长要提醒孩子不要相
信非官方平台发布的捐款返利、领
取游戏皮肤、明星周边的消息。孩
子在上网时做到不点击陌生链接、
不轻信陌生人发布的广告，就不会
落入圈套。

当然，孩子好奇心重，即便家长
提示了，可能看到感兴趣的信息仍
然会点击。所以，家长应多关注孩
子的上网情况，了解他在玩什么游
戏，手机账户里零花钱的支出情况。

另外，骗子发送的信息如果以
图片形式出现，是为了规避平台巡
检的敏感字筛选。孩子了解了这些

骗局的破绽，也有可能及时醒悟。
防范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家长

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守好个人信
息。申警官说，只要孩子拿不到家
长的手机、银行卡，不掌握家长的支
付密码，即便孩子在不经意间落入
陷阱，骗子也无法得逞。

最后，民警特别提示，暑假期间
父母工作不在家，老年人帮忙看娃
的，更要提高警惕。老人以为孩子
拿手机无非是打游戏刷视频，就会
放松警惕，甚至被孩子拿手机“刷个
脸”都没当回事，很容易成为防范诈
骗的漏洞。所以，家长不仅要教育
孩子，同时也要提醒老人，不要让孩
子不受监督地使用自己的手机，以
免造成财产损失。 （北京晚报）

孩子好奇进群领福利 却被要求用家长手机转账

扫码返利真有便宜可占吗扫码返利真有便宜可占吗？？
“你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我们账户被冻结，如果不配合激活，就会直接

划扣你父母的财产！”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威胁信息，13岁的琪琪（化名）吓坏
了，向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咨询，寻求帮助。

记者近日获悉，该中心已接到全国各地上百件以未成年人被冻结账户
为名实施诈骗的咨询。暑假期间，未成年人上网时间增多，反诈民警提示家
长做好网络安全教育，保管好自己的手机，不要让孩子获悉支付密码等个人
信息，避免孩子落入电诈圈套。

“扫码加入群聊领福利！”13岁的
琪琪正刷着短视频，短短一行字，立
即引起了她的好奇，扫码之后她进入
了一个QQ群。

群成员很快达到四五十人，管理员
发出一个二维码并发话：“大家扫码给
红十字会捐几角钱、几块钱都行，有机
会获得高额现金返利。”正当琪琪犹豫
时，管理员又发出一张微信转账1888
元的截图，并称“恭喜第二位捐款的朋
友获得返利”。一看真能获得返利，琪
琪立即扫码捐了1.88元，坐等返利。

很快，管理员给琪琪发来信息，质
问“你是未成年人？”接着发来一张类
似系统弹窗的警示图片，上面写着：由
于未成年人捐款导致系统订单存在异
常，需要用家长手机来进行担保验证
完成退款，如果未能完成验证会自动
扣除捐款人家长银行卡6万元，如不配
合，将移交法院处理。

“你们也没说未成年人不能捐款
呀，钱我不要了还不行吗？”琪琪跟对
方争辩，管理员则以一副不容置疑的
口吻说：“你现在是未成年人操作，导

致我们公司账户被冻结了。拿你父母
的手机过来配合解冻一下账户就没事
了。”琪琪意识到自己闯祸了，可爸妈
又不在家，拿不到手机。管理员一个
劲儿催促：“你尽快处理，如果不处理，
我们将起诉你父母，轻则冻结名下财
产，严重将会坐牢。”这可把琪琪吓坏
了，情急之下，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
正好看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
中心发布的一则防范捐款诈骗的宣传
视频，律师说的情况跟自己的遭遇十
分相似，赶紧向律师咨询。

“凡是说向红十字会捐款领福利
的百分百是诈骗，千万不要用家长的
手机配合对方操作，赶紧退群将对方
拉黑。”接待咨询的陈强律师一边安抚
琪琪的情绪，一边教她如何应对。陈
律师之所以如此确信，是因为一段时
间以来，中心已经接到上百件有关未
成年人被诈骗的咨询求助。

“一模一样，都是6万元！”“我也被
骗了，连图都一样。”记者看到，在中心
发布的防范短视频下，已经有900多条
回帖，都是未成年人遭遇了类似骗局。

通过梳理咨询信息，陈强律师
发现，这些被诈骗的未成年人以12
岁至15岁为主。他们接触网络、浏
览社交平台的机会和时间更多，有
的喜欢玩网络游戏，有的追星。他
们已经可以熟练使用QQ、微信、支
付宝，甚至绑定银行卡、验证码转账
等操作，但相对于更大的孩子和成
年人，又欠缺防范意识。

记者注意到，遭遇上述诈骗的
孩子，基本上都扫码捐了款，少则一
两元，多则一二十元。也有孩子拿
着家长手机“配合”骗子完成了转
账。在公安机关发布的一起典型案
例中，孩子为了领取免费游戏皮肤
中了圈套，被威胁后提供了家长两
张银行卡信息，并将短信验证码发

给对方，导致36万元被骗走。
即便是那些没有用家长的手机

转账的孩子，骗子的话术仍然给他
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冲击。一名家长
心疼地说，孩子因为担心赔钱，上课
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急得哇哇大哭，
老师问明原因告诉她被骗了。“不知
道孩子那几天承受了多大的心理煎
熬。”

在陈强律师看来，这些针对未
成年人的骗术并不算高明，甚至很
拙劣。“那些看似官方的系统弹窗提
示、游戏企业告知书，不仅有错字、
病句连篇，甚至一大段文字连标点
符号都没有。不同的骗子用的弹窗
提示配图和警方受案通知书都相
同。”

在成年人看来很拙劣的骗术，
怎么会对未成年人屡试不爽呢？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
队调研中队中队长申文静常年开展
反诈研究和防范宣传，她告诉记者，
这些针对未成年人的骗术的背后是
专业诈骗团队，他们准确把握未成
年人的部分心理特点和相关社会现
象，精心设计骗局。

无论以什么话术展开，整个骗
局基本都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引流。骗子利用未
成年人试图轻松获利、猎奇、追星等
心理，撒下捐款返利、免费领取游戏
皮肤的诱饵，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第二阶段是诱导。很多未成年
人虽然频繁接触网络，却并不精通，
骗子便利用这一点主导“游戏”规
则，比如捐款就可以返利或者领游
戏周边，让未成年人按照他们设定
的路径操作，诱导孩子深入骗局。

第三阶段是控制。骗子利用未
成年人缺乏社会阅历，遇事容易恐
慌畏惧的特点恐吓威胁，一步步进
行控制。比如，他们发送看似是官
方提示的截图，称未成年人操作导
致账户冻结；给孩子发送伪造的公
安局案件受理通知书、保密调查通
知，威胁不配合激活账户就划扣家
长的财产，甚至抓家长坐牢，有的骗
子还给孩子发送大人戴着手铐被抓
走的图片。

第四阶段是实施。在完全控制
住孩子后，骗子就实施最后的转账
汇款操作。虽然未成年人没有收
入，但他们却可能掌握或有机会获
取家长的手机、银行卡、支付平台个
人信息等。孩子拿着家长的手机，
自然也能看到相关转账的验证码，
再加上有些孩子知道家长的支付密
码，转账几乎没有任何障碍。

问题 扫码领福利，结果领来“惊吓”

画像 常上网兴趣广，12岁至15岁娃易中招

剖析 话术看似拙劣，却能精准拿捏孩子

防范 家长管好手机，管好密码是关键

新华社资料图新华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