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8日下午3时许，一名女
子报警称自己可能被骗了，22万余
元已转至“骗子账户”。

无锡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
警后，立即启动“三方通话”机制（即
110指挥中心、反诈中心、报警人三
方同时通话）。经快速开展相关工
作，反诈中心对收款方的银行账户
采取紧急止付措施，已汇出的22万
余元全部被保住。

在反诈中心与诈骗嫌疑人“抢
时间”的同时，梁溪公安分局山北派
出所民警第一时间找到报警人核
查相关情况，并对其开展进一步反
诈宣传。

经了解，报警人阿英（化名）今
年52岁。4月28日12时许，她的
手机收到一条短信，短信开头是某
保险公司的简称，提醒她“您的预约
已生效，按月收取1800元，如需取
消联系：133……”

当时，阿英在该保险公司购买
的保险产品确实快到期了，但她并
没有续约，便拨打了短信里的手机

号码询问。“客服”查询后表示，她预
约购买了“微信资金安全险”，下个
月就开始生效、扣费，如果是误操
作，可以在微信钱包里关闭。

然而，阿英在微信钱包里并没
有找到购买记录和取消按钮。这
时，“客服”表示，可以帮她操作，并
让她下载了一款具有屏幕共享功
能的App。阿英照做了。一番操
作之后，“客服”称，虽然帮她办理了
取消业务，但不确定是否取消成
功。万一没成功，阿英名下余额超
过800元的银行账户都会被自动扣
款。为了安全起见，她建议阿英把
名下银行账户的资金汇入“安全账
户”内，如果确定取消成功，这些钱
当日就会全部原路返还。

阿英信以为真。在“客服”的
指引下，她一步步操作，最终，22万
余元银行存款被转至“客服”提供的

“安全账户”。随后，她再询问退款
事项时，对方却一改之前的热情态
度，迟迟不理会。阿英这才意识到
上当了，立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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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

轻信退订信息
22万元转至“骗子账户”

民警表示，保险退订陷阱是近年
来较为常见的一类电信网络骗局，主
要套路是，嫌疑人冒充保险机构，以

“不退订就扣费”为由，诱骗当事人“上
钩”。广大市民在收到这类信息、电话
时，一定不要相信，应及时通过保险公
司官方热线或其他正规渠道多方核实
确认。当被要求提供银行卡号、验证

码、转账汇款、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
的App时，一定要坚决拒绝，以防上当
受骗。同时，民警提醒广大市民，日常
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
要出借身份证、银行卡，拒绝参与刷单
类的兼职工作，以免沦为不法分子的

“工具人”。
（晚报记者 刘娟）

在5月18日第三十五个全
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滨湖区举办
助残日主题活动，“衡昌杯”残疾
人环蠡湖欢乐跑在蠡湖之畔举
行。活动以“悦动湖湾 益路同
行”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滨湖区
的200名残疾人及亲友、志愿者
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
以运动传递温暖，以奔跑凝聚力
量。

活动由滨湖区残联、滨湖区
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中国狮子
联会江苏代表处无锡各服务队等
单位倾力支持，蠡湖景区管理处、
无锡市第二中医医院、恬小鹿助
残服务中心等十余家单位协同保
障，体现了“弘扬自强与助残精
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的全国助
残日主题。

随着汽笛鸣响，残疾人选手
在志愿者一对一的全程陪护下，
沿蠡湖之光至渤公岛折返路线开
启5公里欢乐跑，风帆栈桥的清
风、蠡湖公园的绿荫见证着参赛
者的坚韧与勇气。

活动现场，视力、肢体、心智

及听力障碍四组选手分批出发，
志愿者与残友并肩同行，黑暗跑
团志愿者为视障选手引路陪跑，
市第二中医医院急救医生全程
待命，社会各界用行动践行了

“阳光下的善行”。经过激烈角
逐，前十名选手获得定制奖牌及
爱心奖品。此次欢乐跑不仅是
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一次全民助
残理念的生动实践。从政府到
企业，从志愿者到普通市民，社
会各界以实际行动支持残疾人
融入社会，为滨湖区公益助残事
业注入新的活力。

“今天的赛道没有终点，因为
爱与尊重永远在延伸。”滨湖区残
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助残日
主题活动期间，滨湖区还将开展
就业帮扶、康复服务、文化体验等
系列活动，切实为残疾人办实事、
解难题。未来，滨湖区残联将持
续推进助残联盟服务中心建设，
携手社会各界以更多的创新形式
传递助残正能量，让每一个生命
都能在阳光下绽放光彩。

（董光鑫）

出于信任才委托朋友保管财
物，不料对方却趁自己服刑期间疯
狂盗刷银行卡、申请网贷，导致自己
欠款近9万元，信用记录严重受损。
近日，经滨湖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章某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万元。

2021年3月，无锡一小伙曾某
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在
入狱前，他特意将自己的手机、身份
证和9张银行卡交给章某保管。作
为多年的朋友兼前同事，曾某对章
某十分信任。为了方便章某帮忙处
理公司报税和咨询老家扶贫贷款还
款等事宜，曾某不仅把手机密码告
知章某，还特意在手机上为章某录
入了指纹。“当时，觉得她为人可靠，
完全没想到会埋下祸根。”曾某事后
回忆道。

2022年9月，当曾某刑满释放
后取回手机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如
坠冰窟：银行卡内本有的1.6万元不
翼而飞，多个网贷平台不断发来贷
款还款短信。在曾某服刑的8个月
内，章某竟通过其手机疯狂操作转
账、申请网贷，累计盗刷金额高达
8.9万余元。

面对质问，章某承认是利用曾

某“一码通用”的习惯试出了支付密
码。“我的电脑密码、手机开机密码
和支付密码是一样的。”曾某懊悔不
已。2022年12月，曾某愤而报警。
次年7月，警方将章某抓获归案。章
某在被捕当日向章某转账2万元，并
承诺每月偿还章某2000元，但截至
2024年9月，仍有4万余元欠款未
还清。更让曾某饱受困扰的是征信
问题，这也给出狱后的曾某在很多
事情上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近日，滨湖区检察院以章某涉
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以
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章某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
元，为这起令人唏嘘的“信任危机”
画上了句号。

承办检察官提醒，切勿轻易将
手机密码、支付密码、指纹验证等敏
感信息告知他人，避免使用简单密
码或“一码多用”。在财物委托时需
规范操作，即使委托亲友保管财物
或代办事务，也应签订书面协议，明
确其权限范围，并定期核查账户变
动情况，若发现侵权应及时维权，若
遭遇盗刷、冒贷等情况，应立即冻结
账户、保存证据并报警，切勿因顾及
情面而拖延处理。

（王佳）

警方警方““抢抢””回回2222万元被骗资金万元被骗资金

汇款人收款人都是汇款人收款人都是““受害者受害者””？？

落入求职陷阱落入求职陷阱
收款方也是收款方也是““受害者受害者””？？

警惕保险退订陷阱 拒绝刷单类兼职

信任崩塌 财产被盗用
小伙出狱后发现欠款9万元

滨湖区举办助残日主题活动
百名残友欢乐跑
传递自强与助残精神

近日，无锡警方上演了一场反诈版的“极速营救”——女子轻信“保险退订”
信息，将22万余元转至“骗子”的银行账户，警方紧急行动，全额“抢”回，并顺藤摸
瓜找到收款的“骗子”。令人意外的是，收款人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对收款方的银行账户采取紧急止
付措施之后，无锡警方顺藤摸瓜，查明
该银行卡的卡主——外省居民小珍
（化名）。然而，面对民警调查时，小珍
却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原来，小珍没有工作，前段时间，
她通过网络渠道，找到一份兼职——
刷单做任务赚取佣金。刚开始，“雇
主”派的都是“小活儿”，给网店刷单、

写好评。事发这天，她突然接到一单
“大活儿”——帮他人收款、取款。小
珍说，看到钱到账后，她立即按照“雇
主”的指令去取款，不料，她到银行一
查，账户已被冻结。直到民警找到她，
她才知道自己被不法分子给利用了。

目前，警方已将22万余元资金全
部发还给阿英。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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