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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3D游戏组选季活动

投注方式
组选3
组选6

原奖金
346元
173元

赠送彩票兑奖券
120元
60元

单期赠券总金额

60万元
60万元

投注方式
单选

原奖金
1040元

赠送彩票兑奖券
360元

单期赠券总金额
120万元

江苏福彩600万元赠券活动火热进行
针对江苏福彩3D玩法，自2025年1月13日（第2025013期）起，至600

万元赠券用完为止。

活动二：3D游戏周三会员日活动

活动三：3D组三奖上奖

彩票兑奖券兑奖说明

活动期间，凡在江苏省福彩销
售网点采用组选3、组选6方式购买
3D游戏彩票，且单票金额超过16元
(含)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活动。

组选 3单注原奖金 346 元，活
动赠送彩票兑奖券 120元，组选 6

单注原奖金173元，活动赠送彩票
兑奖券60元。单期赠券总金额封
顶 60 万元，若当期赠券总金额超
过 60 万元，则按当期符合条件的
中奖注数均分 60 万元，均分后单
注赠券金额以元向下取整。

活动期间,每周三当期为会员
日活动期。会员日当期,凡在我省
福彩销售网点采用单选方式购买
3D游戏彩票,且单票金额超过16
元(含)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活动。

单选单注原奖金 1040 元，活

动赠送彩票兑奖券 360 元。单期
赠券总金额封顶120万元,若当期
赠券总金额超过120万元,则按当
期符合条件的中奖注数均分 120
万元,均分后单注赠券金额以元向
下取整。

活动期间，在无锡全市范围内
的福彩销售点，采用组选3方式购
买福彩 3D 彩票单张票面金额 16
元（含）以上，且中组三奖的，按照
全市中组三奖的注数平分 20000
元。若当期未开组三，则平分金额

顺延至下一期，并且每期递增
10000元，以此类推。如当期开出
组三奖，下一期平分金额恢复为
20000 元。本活动资金共 28 万
元。领奖期限为自开奖后15个自
然日，逾期视为放弃。

中奖购彩者需先前往销售网点
兑取原奖金，再使用“江苏福彩”微
信小程序扫描票面二维码领取彩
票兑换券，彩票兑换券可用于兑换
双色球、3D、快乐8、七乐彩游戏电

脑票。彩票兑换券领取和使用的
截止日期为本次促销活动结束次
日起第15个自然日（如遇春节休
市,截止日期顺延10个自然日）,逾
期视为放弃。

“有的骗子会盯上孩子爱追星
的心理，冒充明星团队的工作人员，
邀请未成年人加群。”王佳警官介
绍，之后会有另一个骗子“接力”，冒
充公检法人员或明星的律师，说这
个群涉嫌泄露明星的信息，要对每
个人进行调查。再之后，骗子会以
各种名目，要求孩子支付一笔担保
费，说等调查结束，洗清了孩子的
嫌疑之后再退还。实际上，这笔钱
后续是不可能退还的。

以上诈骗形式，套路其实并不
新鲜，有的甚至在十几年前就出现
过。如果是成年人遇到类似情况，
或许只会一笑了之，但孩子的社会
经验不足，遇到事又容易害怕，很
可能就会着了骗子的道。正因如
此，容易上当的未成年人成了一些
骗子实施诈骗的首选目标。

骗子是如何锁定未成年人
的？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流
行的网络游戏可以粗略分为两
种。其中一种虽然称为网游，但游
戏内容基本是单人进行的，玩家之
间也不会有什么互动。在这种游
戏中，骗子想要精准找到未成年人
玩家并不那么容易。

但还有一种网游，游戏是以联
机形式进行的。很多玩家会一起
参与到一局游戏当中，游戏里还会
设置“公共聊天频道”，每个玩家都
可以在其中聊天。为了方便交流，

这类游戏往往还配备了语音系统，
玩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记者随
机点开一些玩家发来的语音，其中
有几个一听就是年龄不大的孩子。

根据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防
沉迷相关规定，未成年人只能在周
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20
点到21点之间才能玩游戏。但记
者发现，在这个时段之外，也有不
少未成年人“出没”在游戏中。他
们很可能是使用家中大人的身份
证注册的游戏，一旦遭遇骗子，家
长的身份信息也可能会被骗子

“套”出来。
在游戏之外的社交平台之上，

有些未成年人的警惕性也不太高。
在小琪分享自己遭遇骗子的经历
时，评论区里有好几个账号都表示
自己遭遇过类似的骗局。记者点
开他们的主页看到，有的人不但会
发自己的游戏视频，还会在主页放
上自拍照，看面相也就十一二岁。

“想要让孩子避免被骗，家长
和学校的教育都十分重要。”王佳
表示，一方面，家长应该给孩子科
普一些反诈的基本常识，比如绝对
不能和陌生人共享屏幕，公检法人
员绝对不会在网上办案，骗子越让
你不要告诉家长，才越应该及时和
家长说等，“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
孩子能在学校学到一些反诈知
识。” （北京晚报）

骗到一个是一个

网络诈骗黑手伸向未成年人
寒假已至，不少中小学生在家都会玩玩网络游戏、刷刷社交平台来

放松心情。形形色色的玩家和博主当中，有骗子正伪装身份悄然接近。
缺乏经验、警惕性不高的未成年人，正是骗子们首选的诈骗目标。

今年上大学二年级的小琪，
平时喜欢玩一款互动社交类的手
机游戏。有时，她还会在自己的
社交平台账号上分享一些游戏心
得，寻找游戏“搭子”（同伴）一起
玩。可就在前两天，一次被骗子
盯上的经历，让她有些哭笑不得。

“当时一个叫‘子柔’的人，通
过社交账号找到我，说她也是玩
这个游戏的，想跟我拍素材。”拍
素材指的是两个人一起玩游戏并
拍摄视频，小琪得配合对方做一
些“节目效果”，随后对方就可以
把视频发出去“涨粉”。

为了表示诚意，“子柔”还说，
她可以送小琪一款皮肤。小琪挑
了一款，正等着对方把皮肤送过
来，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张

“风险警示单”。
“坏了坏了，你怎么没告诉我

你是未成年啊？你摊上事了。”
“子柔”警告说，她是让在游戏公
司上班的哥哥帮忙，从后台调取
皮肤来送给小琪，但因为小琪是
未成年人，不允许送皮肤，她哥
哥的后台已经被冻结了，里边的
皮肤总共价值6万元钱。现在系
统已经锁定了小琪的网络地址和
家庭住址，小琪必须要在30分钟
内配合解冻。“你赶紧去一个没
人的屋子，我给你打电话，告诉
你怎么操作。”

“可我不是未成年啊，我都大

二了。”小琪的一句话，让双方都
很尴尬，骗子一看伎俩落空，也
不再和小琪废话。

小琪把这段经历发在了社交
平台上，没想到引来了不少玩家
的共鸣。其中，还真有未成年玩
家说，自己当时被吓到了，很害
怕，但因为胆子太小，都不敢接对
方的电话，直接把对方拉黑了。

从大家的留言来看，骗子的
套路几乎完全一样。都是先以一
个女性的身份来套近乎，都说自
己有个在游戏公司上班的哥哥，
能帮忙送皮肤，而且都会以玩家
是未成年人为由，称哥哥的后台
账户被冻结，要求玩家30分钟内
帮忙解除，甚至连发来的“风险
警示单”的图片都是同一张。记
者看到，这张警示单的正文内容
其实有多处语病。大致意思是，
如果玩家不配合解冻，就会从玩
家的家长账户上自动扣款 6 万
元，还会让家长坐3年牢。

“谎称游戏送皮肤类的诈骗，
我们曾经收到过好几个未成年人
家长的报案。”北京市朝阳区反诈
中心民警王佳介绍，一旦孩子被
骗子唬住，接听了骗子的电话，对
方就会一步步诱导孩子，把家长
支付软件里的钱全都转到骗子的
账户上。“少则几千元，最多的一
个案例，家长发现孩子在转钱的
时候，孩子已经转了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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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未成年人挺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