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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恒今年27岁，是迎龙桥派
出所最年轻的社区民警，他负责的
片区是曹张新村。该小区建于上世
纪八十年代，目前常住人口 4210
人，其中超六成为老年人，这类人群
也是比较容易被骗子盯上的对象。

2022年底，警龄刚1年的梁永
恒被派到该社区。彼时，无锡市全
民反诈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中，梁
永恒的工作有七成跟反诈有关。

“要做好反诈工作，首先得和居
民混熟。”梁永恒牢记领导的叮嘱，

每天扎进社区挨家挨户走访，却很
难找到宣防对象。

“我上班的时间，很多居民不在
家。”梁永恒说，为了能和居民“同
频”，他下班后骑着电动自行车、带
着反诈资料到小区转。半年下来，
电动自行车跑坏了，他终于和居民

“混了个脸熟”。同时，他也意识
到，原来大水漫灌式的反诈宣防效
果不佳，便结合各类骗术的目标人
群，开始精准反诈宣防：对于单身女
士，重点宣防婚恋诈骗；对于单身男

士，重点宣防裸聊诈骗、刷单返利诈
骗；对于中老年人，重点宣防投资理
财、冒充公检法人员或熟人类诈骗
……

“95后”片儿警：

在社区和骗子抢“KPI”
6月16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启动“全民反诈在行

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作为城市的“最小单元”，居民小区是反诈工作的重要前沿

阵地之一。这里的反诈网络如何织密？本期派出所蹲点记，记
者来到梁溪公安分局迎龙桥派出所，带您了解一位95后社区
民警如何和骗子抢“KPI”（关键绩效指标）。

“王师傅，您之前被骗的5万元全
部追回来了。”今年春节过后，正在上
海打工的老王接到梁永恒的电话时，
感到难以置信。

老王今年60岁，天津人。去年3
月，他在无锡某工地打工期间，落入炒
股骗局，投进去的5万元，有去无回。

梁永恒根据线索找到老王，可他
不愿配合，“不管是不是正规的炒股平
台，我这笔钱都赔进去了，我认了。”

“那不一样！正规平台上投资，有
赚有赔。这个是诈骗平台，你是被骗
了钱，已经涉案了，我们得管。”梁永恒
接连劝了两天，老王才到迎龙桥派出
所提交了证据。

今年1月，警方在外地抓到了帮助
转移赃款的犯罪嫌疑人，涉诈资金也
被全额追回。

“谢谢你！警察兄弟！这是我一
年的工资。”5万元失而复得，老王感激
不已，“我本来不抱希望了，没想到你
们一直在努力。”

“当事人都不愿意追了，为什么你
还要坚持呢？”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梁
永恒说，防范和打击是反诈工作的一
体两面。群众挣钱不易，一旦被骗，不
仅好几年缓不过来，还将为此承受精
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只要有一点
希望，我们都会帮他们把钱追回来，让
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曹张新村开展反诈工作近3年
来，梁永恒见证了电诈骗术的迭代，也
见证了无锡反诈工作的升级——在数
据与技术赋能，社区居民以及银行、金
店、外卖配送等行业人员的积极参与
下，如今，一个立体化的反诈网络已经
逐步构建起来。“尽管如此，作为基层
反诈民警，我们仍不会有丝毫松懈，将
始终尽职尽责，守牢群众的钱袋子。”

（晚报记者 刘娟/文、摄）

开展日常反诈宣防期间，梁永
恒时刻留意反诈线索。有一次，他
向社区居民讲解了投资理财类诈骗
的套路，并提醒，“凡是宣称稳赚不
赔的都是诈骗！网上投资理财，要
当心！”

居民郑阿姨听后，不禁想到邻
居老周最近正在网上投资一个“国
家扶贫项目”。

老人、网上投资……这些关键

词，让梁永恒脑中的“反诈雷达”响
起，他赶紧上门去找老周。

一听是来反诈的，老周门都没
开，便下了“逐客令”：“我炒股这么
多年，有经验，不会被骗的。”

梁永恒隔着门，劝他不要投钱，
并联系其子女一起劝。事后，梁永恒
还是不放心。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
他多次登门进行反诈宣防，老周渐渐
被打动：第二次去，他开了门；第三

次，他把梁永恒请进了屋；第四次，他
把自己的手机拿给梁永恒看……

经检查，老周手机上已安装了
涉诈App。梁永恒结合同类案例，
向他拆解骗子的招数。老周这才意
识到落入圈套，卸载了涉诈App，安
装了反诈App。“从那以后，我再也
没有接到过诈骗电话，（反诈App）
都帮我拦下来了，太有安全感了。”
老周说。

吃“闭门羹”、不被理解、被嫌
啰嗦……这些都是基层反诈工作
中常遇到的事，但对于梁永恒而
言，只要能够提高群众防骗意识，
避免群众财产受损失，这些困难都
不值一提。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提醒是，“不要等到被骗了才报警，
稍有不确定的，都可以随时打电话
给我。”居民周阿姨将这句话牢牢
记在心里，没想到，很快就派上了
用场。

去年4月的一天晚上，周阿姨接
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她丈
夫的同学，紧急通知她一个噩耗：

“你老公出车祸了，正在抢救，你赶

紧准备20万元。”随后，对方还发来
了一张车祸现场的照片。

周阿姨顿时被吓得六神无主，
因家里的钱不够，她赶紧联系子女
筹款。“筹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小
梁警官之前的提醒。”周阿姨赶紧打
电话给他。

此时已是晚上9点。梁永恒一
边提醒周阿姨不要转款，一边往她
家赶。途中，他尝试联系周阿姨丈
夫，可对方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到
现场后，梁永恒经辨认，怀疑对方发
来的车祸照片是伪造的，此时，“同
学”再次打来电话催促汇款。梁永
恒接过电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匆

匆挂断电话，此后，电话再也无法接
通。

梁永恒断定这是一起冒充熟人
的骗局。尽管如此，为了让周阿姨
安心，他带她到医院核查相关信息，
后经进一步联系，找到了她的丈夫
——他正在上夜班，没听到手机响
……

“我以前光听小梁警官说诈骗
案，没想到自己真遇到时会这么
慌”，周阿姨说，这次和骗子“打交
道”后，她直观感受到了反诈工作的
意义和不易，也正是从那时起，她利
用从小梁警官处学到的反诈知识，
志愿在小区内开展反诈宣传。

在梁永恒看来，反诈工作是和
骗子的无形竞争和较量，骗子布设
陷阱，民警织密反诈网络；骗子把骗
钱当作KPI，反诈则是把守护群众

“钱袋子”作为KPI……最惊险的一
次，他们在同一时段，选中了同一个

“对象”。
去年8月7日中午12点，梁永

恒接到所领导提醒：曹张社区的
付阿姨（化姓）最近可能接过诈骗
电话，需要重点关注。梁永恒立
即打电话给付阿姨，准备约时间
去她家。一连打了两三个，对方
电话都在通话中。梁永恒瞬间紧

张起来，午饭也顾不上吃，直奔付
阿姨家。

“阿姨，您最近接到过陌生电话
吗？”梁永恒问。

“没有。”付阿姨答得很干脆。
梁永恒看了她的手机，里面没

有涉诈App。可他还是不放心，询
问她最近用了哪些社交软件、有无
陌生人添加她好友等问题。付阿姨
被问得有点不耐烦，“不能跟你说，
国家机密。”

梁永恒一听，警觉起来。经进
一步询问，付阿姨掏出了自己专门
用来和外地的“李警官”联系的新手

机……随后，梁永恒将她带回派出
所，通过播放诈骗案例视频、讲解诈
骗套路等，将她唤醒。

原来，付阿姨正在遭遇冒充公
检法人员的诈骗，梁永恒上门前，她
已按所谓“李警官”的指引，把10万
元转入了自己新开设的银行卡内，
准备下午再把另外14万元转入，被
梁永恒拦下。

“那几天，我吓得天天睡不好，
也不敢跟任何人说。”回想起被骗经
历，付阿姨心有余悸，“多亏了小梁
警官，如果不是他，我的养老钱要被
骗走了。”

“破局”初探，混脸熟+精准防

“四顾”劝阻，助居民识破投资骗局

角色转变，被骗对象成反诈志愿者

火速出击，保住涉诈“养老钱”

锲而不舍，
追回被骗“血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