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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炎热，又逢暑假
来临，许多市民选择通过
游泳的方式消暑纳凉，由
此导致溺水事故高发。根
据南京市急救中心发布的
消息，5月1日至7月13日
14时，共接到72例因溺水
需要急救的患者，10余人
因溺水时间较长，救援上
岸后已无生命体征。而在
这72例溺水者中，未成年
人接近20%。

从消防救援部门获
悉，每年暑假还是小朋友
各种“卡”的时候。据介
绍，根据往年的出警情况
看，有孩子在游乐设施玩
的时候被卡住，有好奇扣
一些小洞被卡手指的，坐
自行车、电动车脚被卡住
的，甚至还有喝饮料被瓶
子卡住舌头的，还有一些
孩子被卡住送医后，因为
医学设备无法切割消防救

援人员还会到场帮忙“手
术”，“你永远不知道孩子
会被什么卡住。”此外，暑
假期间还有因玩火引发
火灾事故、各类交通事故
等都属于较为常见的事
故，因此需要家长照看
好，更要注重平时的安全

教育，对于年纪小的孩
子，则尽量不要让其独
处。尽量不要让小孩接
触一些容易引起意外的
物品，如果事故已经发
生，一定要保持冷静，尽
早拨打报警电话。
（晚报记者 甄泽 晓城）

警惕：电信诈骗也有“暑期档”

“恭喜你中奖了，请添加我为好友，领取游
戏点券和装备”“你的操作导致我公司资金被冻
结，如果你不尽快配合，只能移交给派出所
了”……眼下，学生正处于欢乐的暑期生活，每
年这个时候，安全问题便会一提再提，而相比以
往的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事故，防范电信诈骗
同样成了重点提醒内容。暑假前，无锡市教育
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4起涉未成年人
电信诈骗的案例，揭露了电信网络骗局的套路，
提醒学生们防范电信诈骗。

今年相关部门多次对预防
电信诈骗进行了提醒。暑假期
间，手机游戏是不少学生玩乐
放松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诈
骗分子也开始盯上了心智尚未
成熟的孩子。记者了解到，近
期无锡发生了很多起游戏类诈
骗案件，犯罪分子利用中小学
生，特别是小学生的辨别能力、
识别度较差、容易被恐吓等特
点，在学生使用家长手机刷抖
音、玩游戏的时候，引诱学生们
添加好友领福利或者装备，待
学生们上钩后，犯罪分子就以

“律师”或“警察”等身份威胁学
生，以学生的操作问题，导致公
司的账号被冻结，要追究家长
法律责任等，要求学生提供家
长的银行卡号，捆绑银行卡的
手机号或开通共享视频，引导
学生扫码，提供验证码后，骗取
家长银行卡上的钱财。这类案
件的隐蔽性强，让人防不胜防。

目前，很多手机游戏为防
止未成年人沉迷，都设置了“青
少年防沉迷模式”，在使用时
段、时长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玩
游戏进行规范。一些喜欢玩游
戏的孩子每天玩到一定时长就
会被自动下线，发愁玩得“不尽
兴”。徐某等人因此发现了“商

机”，在QQ游戏群、热门游戏
帖等留言，称可以帮助未成年
人解除防沉迷限制。

从梁溪法院了解到，徐某
盯上这条“生财之道”后，纠集
老乡、同学等十余名“00后”，
开始了这场专门针对中小学生
有组织的诈骗。在网上发布解
除防沉迷系统的广告后，很容
易会接到有相关需求的未成
年人咨询，被告人再通过前期
培训的话术对他们进行诈骗，
每个收取20元左右的解除费
用，最后以解除设置需要登录
游戏为由，骗取账号密码，最
后再告诉对方，原来的账号因
非法解除防沉迷设置被永久
封号了，“建议”对方重新注册
一个账号。短短3个月时间，
被诈骗的未成年人已有数千
名。据被告人交代，他们根本
不具备解除防沉迷限制的技
术，完全是利用小学生、初中生
想多玩游戏的心理实施诈骗。
最终，依据各被告人的情节严
重程度，法院判处两名主犯及
两名参与程度较深的从犯有
期徒刑一年七个月至三年不
等；判处另外八名从犯有期徒
刑六个月至一年五个月不等，
并适用缓刑。

“这种模式主要针对人群
为收入不高有大量业余时间
的人，在暑假期间，有较多空
余时间的学生党为赚取零花
钱，比较容易上当受骗。”新吴
法院刑庭庭长孙森总结了几
种常见的学生及未成年人易
中招的电信网络诈骗，刷单诈
骗就是其中一种。诈骗分子
往往会打出“兼职刷单广告”，
以“足不出户、高额佣金”等旗
号，招募“刷单客”“点赞员”；
接着发布“任务”，即通过刷单
提高平台商家交易量、信誉度
等。此后诈骗分子会通过快
速返还小额佣金的方式来骗
取被害人的信任，诱使被害人

频繁做大金额刷单任务，最终
将被害人大额刷单的资金占
为己有。

游戏交易诈骗则是另一
种学生乃至未成年人容易遇
到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伪装
成游戏资深玩家，获取玩家信
任后，以极低价格出售游戏
币、游戏账号等，吸引玩家交
易，等玩家付款后，诈骗分子
会以各种理由要求玩家继续
转账，直至最后将玩家拉黑。
孙森表示，这种模式主要针对
人群为游戏爱好者，“未成年
人为游戏爱好者的主力军，容
易成为该种类型诈骗分子的
诈骗目标。”

记者也就电信诈骗采
访了多名家长，受访家长
表示：“看到类似新闻的时
候会说几句，但基本没有
专门强调过。”有的家长则
认为，电信诈骗遇到的概
率并不大，加上平时孩子
都是与自己一块，因此“提
醒了就行，应该没什么问
题”。那么事实真是如此
吗？记者从法院了解到，
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数
量呈上升趋势，从中央到
地方均在大力打击电信诈
骗，并且未成年人受害者
也在增多，可以说，电信诈
骗就在身边，“很多受害者
事前都觉得我不会掏钱
的，但事到临头仍在对方
的话术下被骗。”

未成年人如何防范被
骗？孙森认为，学校、家庭

要加强防诈教育，时刻提
醒未成年人绷紧防诈之
弦，“诈骗的最终目的就是
骗钱，因此要教育孩子不
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信
息；无论对方威胁、诱惑，
都不要向对方透露个人信
息；绝对不要向陌生人转
账汇款。”此外，家长还可
以通过设置主卡、副卡，转
账限额、转账提醒等金融
服务来避免未成年人上当
受骗后擅自转账。

无锡市公安局反诈支
队民警邓新磊也认为，家
长和学校在平时就要对孩
子进行正面教育和正确引
导，与孩子多沟通，警惕网
络游戏诈骗。家长们平时
可以向孩子普及电信网络
诈骗的防范知识，同时要
加强对银行卡、支付宝、微

信等账号密码的监管，尽
可能不让孩子们使用捆绑
金融账号的手机玩游戏，
教育孩子们不要轻易相信
网络游戏中的优惠、中奖
等信息。在孩子使用手机
时，要多注意观察孩子们
的神情，一旦发现他们有
神色比较紧张、支支吾吾，
有回避家长等情况，一定
要及时过问，防止孩子们
因被恐吓害怕导致被骗，进
而造成财产损失。“如果你
的财产已经产生了损失，或
者有疑惑，请及时拨打110
报警或者到附近的公安机
关求助，并保留好相关的手
机证据，以便公安机关侦破
案件，同时要加强对孩子的
心理疏导，让我们共同守护
给孩子们一个轻松愉悦的
假期。”

警惕：电信诈骗迎来“暑期档”

分析：这几种电诈未成年人易中招

提醒：将防范放在日常中

注意：“线下”的事故仍要注意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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