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廖冬云、通讯员包文凤
报道：看似离我们很远的电信网络诈骗，其
实往往发生在我们身边。3月13日，昌吉
市公安局北京南路派出所五彩新城社区警
务室民警快速反应，登门劝阻了一起电信
诈骗案件，成功帮昌吉市民保住 20 万元
钱。当天17时，五彩新城社区警务室民警
接到昌吉市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张女士（化
名）可能正在遭遇电信诈骗。

接警后，五彩新城警务室民警陈国强
和辅警张强迅速赶往张女士家中。途中，
为防张女士被骗，陈国强与她保持电话联
系。在通话中，陈国强警觉，张女士可能会
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手机，于是，陈国强叮
嘱张女士千万不要泄露个人密码、支付信
息、银行卡信息等。

5 分钟后，陈国强和张强赶到张女士

家中。张女士告诉他们，她接到了一通归属
地为陕西榆林的电话，对方称自己是国家征
信中心工作人员，说张女士在“京东金条借
款”软件上有违规账目，如不处理不仅有损
个人征信，还会对张女士今后的贷款资格、
放贷额度等多种信贷业务产生严重影响，甚
至连累孩子就学、丈夫事业发展等。

为了获取张女士的信任，对方还向她
提供了国家征信中心网址，让张女士自行
查询。张女士听信了对方的讲述后，表示
很后怕，希望对方能够帮助自己处理征信
问题。

对方让张女士下载一款手机APP，并
共享了张女士的手机屏幕。在查看完张女
士名下的银行卡、支付宝账户、360 借条、
京东金融等相关信息后，对方指导她将银
行卡内20万元全部用来购买该APP中的
一款理财产品，并告知张女士按要求操作
完后她的个人征信即可恢复。

陈国强和张强听完张女士的叙述后，
果断告诉她，她正在遭遇电信诈骗，骗子已

经掌握了她的财产情况。就在这时，张女
士收到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来的验证
码，民警意识到诈骗分子已经开始对张女
士名下的银行账户“下手”了，陈国强和张
强指导张女士立即将她所有的银行卡转账
设置为24小时延时到账，修改支付密码，
并通知她的丈夫停止一切财务流动。

就在此时，骗子还不断给张女士打来
电话，张女士拒接电话后加快了上述操作
过程。在确认张女士并没有财产损失后，
陈国强长舒了一口气。惊魂未定的张女士
表示，幸亏民警及时赶到，才保住了自己
20万元“血汗钱”。

民警提醒张女士，以后遇到陌生电话
自称为“国家征信中心工作人员”“某某金
融客服”时，不可轻信对方，可先行通过平
台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在与客服交流期间，
拒绝加好友、下软件、共享屏幕，只要对方
提到转账、保证金、手续费、安全账户等与
资金有关词汇，直接挂掉电话，或者拨打
110报警。

3 月 11 日，昌吉州消防救援支队
消防员在亚中商城给来往的市民发放
消防知识宣传单。

当天，昌吉州消防救援支队在亚
中商城开展了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消
防员走上街头，与市民面对面宣讲家
庭防火常识和燃气消防安全常识，提
醒大家切实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养成
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的好习惯。

本报记者 付小芳 摄

上周末，笔者爷爷打来一通“求救”电
话：“手机里的广告太多了，实在用不了了，
你赶快来看看……”笔者在爷爷的演示下
刚打开手机，就看到了一则假借“滑动解
锁”名义出现的广告。一通操作后好不容
易打开手机桌面，整整两页的APP让笔者
眼花缭乱。

手机恶意APP，让老年人深陷广告海
洋之中，猝不及防的弹窗广告更是像“数
字牛皮癣”一样黏在老年人的手机上。笔
者注意到，有些广告必须要观看几秒后才
能关闭，有些甚至找不到关闭按钮，一个
广告关闭了，新的广告很快又弹出来，如
果不操作就看不了微信、刷不了抖音、打
不了电话……而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

老年人，只能尝试关机或干脆一通乱点，
这时“流氓”软件就悄无声息地入侵了他
们的手机，随之而来的是看不完的广告和
逐渐卡顿的手机。

大部分老年人的手机里都会出现一位
愿意为了患者违背祖宗的“神医”，他们用
诱人的话术兜售着自家的“祖传秘方”；有
喜欢看书的老年人也大多遇到过一本小说
看到最精彩或者重点情节处戛然而止，继
而诱导用户付费的阅读软件。这些“流氓”
软件和弹窗广告深谙老年人爱看的内容：
爱国、医学、社会新闻、土味祝福……

老年人普遍辨识能力较弱，一旦误触
这些内容，可能会坠入操盘者的骗局之
中。例如，有些手机清理类应用频繁弹出

“清理手机缓存”字样，诱导老年人点击下
载，从而盗取用户信息，严重的可能为电信
网络诈骗提供可乘之机。另有诱导消费的
违规广告弹窗，也源源不断“跳”到老年人
面前，一旦老年人听信广告进行不理性消

费，损失不可估量。
说到底，这些专割老年人“韭菜”的

APP之所以割得畅快，是因为他们瞄准了
老年群体一直存在且无法解决的焦虑和痛
点：老年人不上网，就容易被时代抛弃；老
年人上网，就会面临重重套路和陷阱，这似
乎是一个死局。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从根源
上杜绝“乱蹦”的广告弹窗和“流氓”软件，
将瞄准老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扼杀在摇篮
中。若要保护网上冲浪的老年人，还需各
级监管部门和平台更努力、更严格一些，对
骗子严厉打击和惩治，完善规则，及时反应
及时止损；此外，互联网不是只为年轻人服
务的工具，老年人应同样是互联网科技发
展的受益者，笔者呼吁互联网应用加快适
老化改造，希望能有更多肩负社会责任感
的良心企业站出来，认真对待老年人的需
求，开发出更安全、有益的产品，为老年人
使用互联网清除“路障”。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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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非法集资

拒绝高利诱惑
诈骗电话诱导张女士下载一款手机APP并共享屏幕，以此获取张女士个人银行账户信息，就在这时……

昌吉民警上演教科书式反诈，帮市民止损20万元

全民反诈在行动

我有 说话

手机弹窗广告何时休？

莫让老年人沦为恶意APP的“韭菜”

来源：学习强国

消防宣传进集市

烟火气中话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