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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博亩维博亩 专治根结线虫专治根结线虫 对蔬菜死棵特对蔬菜死棵特效效

灭真、细菌；杀死棵根结线
虫；除杂草；抗重茬；杀地下害
虫；对姜瘟、癞皮、烂脖子、蔬
菜烂秧、病毒、死棵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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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真、细菌，根结线虫，抗

重茬，清除病根、生新根，延长

衰老期，对姜瘟、癞皮、烂脖子、

蔬菜烂秧、病毒、死棵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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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高额返利
银行卡里50万“飞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早已渗入人们日常生活、学习中。与此同时，一些金融理财产品的安全

问题，也牵动很多人的心。纵观各类金融诈骗，不法分子呈现集团化、专业化，且手段不断翻新，每

每令人防不胜防。近年来不少“理财平台”接连曝出问题，大案频发、涉案金额大、参与人数多，更是

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如今，随着城乡一体化、网络覆盖面扩大、农村经济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将目

光瞄准了农村，试图将农村变为其新的“狩猎场”。面对这种情况，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了

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严厉打击金融诈骗。

纵观多个金融诈骗案例发现，个人
信息的泄露是造成案发频繁的重要原
因。我们在购买理财产品或了解金融服
务内容时，一方面要注意选择通过官方
渠道，不通过非正规渠道、不明链接购
买；二是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如
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
内容，万不能随意在陌生网站上填写。

当然，提高防骗意识是减少金融诈
骗、保护个人财产安全最根本的方法。在
网络、数据大发展的时代，金融诈骗更加
智能化、线上化，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无
孔不入。在提高人们的防骗意识之外，金
融安全知识的教育和普及也非常重要。
两个环节相辅相成，才能让大众提高警
惕，远离金融骗局。 本报记者 王凯旋

金融诈骗虽然层出不穷，但是也有
其“套路”。摸清这些套路，才能提高防
范金融诈骗的意识。这些“套路”有哪些
呢？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多名银
行、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

非法集资。不法分子假借网贷平
台，吸取资金后用于对外放贷、投资等，
实为非法集资。一旦资金链断裂，投资
人的钱就无法兑现。

销售无门槛或低门槛等“理财产
品”。不法分子宣称“无门槛或低门槛，
低风险，高回报，限期灵活”等，销售所
谓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吸取资金，用
于对外投资经营等。一旦投资失败，投
资者的钱就无法收回。

未经许可从事金融业务。不法分
子对外宣称有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
照，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实际从事吸
储、放贷、理财产品和基金发售等金融
业务必须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核发的金
融许可证，未经许可从事金融业务均属
违法，投资者的权益无法保障。

制造假象。不法分子为赢得投资

者信任，假借“旅游”等名义组织投资者
实地考察所谓的投资项目，发放宣传资
料，夸大营利前景，制造假象，诱骗投资
者投资。实际上，所谓投资项目可能根
本与其无关。

口头承诺。不法分子为规避法
律，故意在投资合同上不写明“保本
保息”，但在对业务员进行培训时，会
要求业务员夸大公司实力，口头承诺
保本付息。实际上，是在诱使投资人
投资。

接近老年群体。不法分子雇佣业
务人员选择人员密集区域，接近老年群
体、棚户区改造群体等，邀请他们参加
推介会，赠送礼品。实际上，不法分子在
一步一步诱使投资者放松警惕，从而上
当受骗。

利用亲情诱骗。有些类传销非法
集资的参与人，为了完成或增加自己的
业绩，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系，编造自
己获得高额回报的谎言，拉拢亲朋、同
学或邻居加入，使参与人员迅速蔓延，
集资规模不断扩大。

张先生报警后，经公安机关调查
认定：A理财网站属于非法虚假理财
网站；B银行未发行过上述理财产
品；销售人员使用的B银行95XXX
客服电话，是使用改号软件伪装的；
张先生在该网站注册购买理财产品
时，输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
机号等信息，不法分子则利用这些信
息冒充张先生开通快捷支付业务，并
通过快捷支付成功盗转了账户内的资
金。

张先生之所以被骗，一是因为其
轻信高额返利等虚假信息，二是不法
分子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做足了伪
装，令人防不胜防。

同样被“套路”的还有温州的何
先生。2021年3月1日，何先生来到
当地某银行，咨询一笔汇款资金的去
向。他说：“我在手机上浏览网页
时，跳出一个办理网贷的界面，就按
提示填写了信息。之后‘客服’联系
我办理8万元的网贷，要我填写身份
证、卡号、手机号等信息，上传身份
证、本人手持身份证照片。给我一份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专用借贷合
同书》，要我打印、签字、按手印后
拍照上传。”在进行一系列操作后，

“客服”要求何先生在银行卡上存款
12000元，将余额截图上传用于贷款
审批验资，并要他保持手机畅通。随
后，诈骗人员再次联系何先生，要他
提供收到的一个验证码。何先生随即
发现自己卡上的12000元被转走了。
何先生来到当地某银行，询问其
12000元的去向。银行工作人员怀疑
其遭遇了网络金融诈骗，而在此期
间，何先生又接到了“客服”电话。
银行工作人员在其交谈过程中听见了

“正规”“做流水”“做完后返回”
“不配合完成就是违约”等敏感字
眼，随即提高警惕，一边安抚何先生
不要相信“客服”的诱骗和威胁，一
边告知客户网络贷款诈骗的特征，列
举了多个案例，建议何先生立即报
警，并提示客户前往该笔资金汇入行
进一步查询。3月2日，何先生剩余
的金额已安全转回，并已向警方报
警。

张先生在浏览网
络时，通过网页广告
链接到了 A 理财网
站。他发现该网站有
大量高收益理财产
品，并被其中一款保
证每天按投资额5%-
10%返利的理财产品
所吸引，遂向在线销
售人员咨询。张先生
说，销售人员自称B
银行客户经理，并通
过该行官方客服电话
95XXX 向其介绍该
产品，不仅安全可
靠，而且收益很高。
张先生按其指导在A
理财网站注册并购买
了20万元理财产品。
两天后，张先生因未
如期收到产品收益，
再登录 A 理财网站
时，却发现网站已关闭。张先生意识到被骗，登录网上银行查账后又发现，
两天前购买理财产品的一个小时后，支付理财产品款项的银行卡内剩余的50
万元被全部转出。

“客服”几句话 转走了卡里的钱

金融诈骗 “套路”种种

防范金融诈骗 个人信息要“抓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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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来自中国工商银行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