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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消费者协会多次接到消

费者投诉电话，均反映接到自称是消

协工作人员的电话，声称消费者的相

关投诉已经受理，,但要求消费者先把

邮资、手续费寄到一个指定账号中，或

者要求消费者提供个人账号和密码，

把所退款项打到账户中，以此实施诈

骗犯罪。

警方提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受理、

解决消费者咨询、投诉，均不收取任何费

用。消费者若接到以消协名义有偿为消

费者解决投诉的电话，要提高警惕，不要

上当受骗，并立即向消协反映或向警方

报案。

小心“数字大盗”洗空你的账户
省公安厅发布警示：一款盗号病毒现身网络并开始传播

如果你经常在网上购物，那

现在就得多加小心了，省公安厅

昨日向社会发布，一款名为“数

字大盗”的“木马”盗号病毒日前

现身网络并开始传播。如果买家

贪图便宜货不慎中招，网上账户

的资金将被洗劫一空。省公安厅

同时提醒公众，近期有不法分子以

帮助他人利用手机窃取别人隐私为

由进行诈骗，以及谎称消协工作人

员进行诈骗。希望民众谨防上当。

记者 王涛

2010年8月份以来，芜湖市警方多次

接到群众报案，称自己在网购过程中，“支

付宝”上的钱不知何因不翼而飞。警方梳

理类似案件发现，该市已有多名受害人损

失了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的账户现金。

受害人在报案时，均提到一种以

“淘宝在线”聊天工具发送的“实物图”

压缩文件。警方经分析研判，这个小小

“实物图”文件便是不法分子进行犯罪

活动的工具。

经侦查，随着网购日趋火爆，不法分子

将眼光瞄准了网购用户的“支付宝”帐户，

一款名为“数字大盗”的“木马”盗号病毒现

身网络并开始传播。“木马”作者以发送“实

物图”为借口向网购者发送“木马”，买家一

旦点击，即刻感染“木马”。接下来，“卖家”

就以各种优惠方式吸引买家购买。

“买家”中招后，“卖家”即可通过“木

马”程序盗取买家“支付宝”的支付卡号、接

收卡号、密码、收款人姓名、收款人所在地、

收款网点机构名、收款人所在网点机构、总

金额等敏感信息。之后，对方将“帮助”买

家自动登陆、自行确认收货，从买家的“支

付宝”内，将钱转至“卖家”的账号。这一系

列的买卖、支付活动均在买家不知晓情况

下实施。而且，由于“卖家”采取的是网络

转账，赃款很难追回。

警方提示：群众网购不要贪便宜，如果

货物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而且交货期

限又很短，就得加倍小心。网民应使用安

全支付工具，如“安付通、支付宝、U盾”等

支付工具，同时要经常为电脑杀毒，及时升

级杀毒软件，开启防火墙以及实时监控等

功能，切断病毒传播的途径。

网上账户资金被洗空

记者同时了解到，近期，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少数人畸形的心理，谎称利用

手机窃听装置或采用其他手段帮助客

户获取他人通讯秘密，引诱被害人付

“手续费”。

2010年8月14日中午，芜湖市居民刘

某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是能够帮其获取他

人的通讯秘密。刘某为获取其丈夫的手

机通话信息，便按照短信提示联系了对

方，对方自称系某公司工作人员，称能够

提供刘某需要的资料，但要求刘某汇1000

元手续费到邮政储蓄某账号上。对方收

款后称已帮助刘某获取了通讯秘密，并要

求刘某再次往该账号内汇款4000元。最

后对方以刘某不是该“公司”会员为名，要

求刘某再往该账号内汇10000元保证金，

以确保公司送货员工的安全。刘某随后

又将10000元现金汇入上述账号，结果共

被骗现金15000元。

警方提示：利用非法渠道收集他人通

讯秘密是违法行为，公众对莫名短信不要

轻易相信。一旦发现受骗上当，应及时到

公安机关报案。

欲窥隐私却误中陷阱

以“消协”受理投诉为名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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