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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广大群众对此类犯罪活动
深恶痛绝。2016年9月初，合肥市成立安徽反电诈中心合肥市
分中心并试运行，11月30日，该中心正式运行。

该中心办案民警施征告诉记者，自成立以来，中心已经成
功拦截电信诈骗案件 9200 余起，为被害人挽回损失 1 亿余
元，止付冻结涉案金额 2200 余万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完成公安部“两升一降”的目标，同比破案率上升，打处率上

升，发案率下降。
统计显示，该中心打击了安徽某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等一系列投资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246 人，采取强
制措施 704 人。还组织指导了本地打击伪基站、黑广播
等违法犯罪活动，共缴获伪基站设备 46 台，抓获 40 人，
刑拘 35 人，有效斩断利用“黑广播”传播各类非法信息和
诈骗信息。

平安和谐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愿望，也是衡量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幸福
指数的重要指标。为深入推进“平安合肥”建设，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新机
制，提升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市场星报社、合肥市公安局联合开设《守护
平安》专栏。记者将走进合肥警方多个部门，深入挖掘警方在“盗抢骗”、
“电信网络诈骗”等方面的典型案例及防范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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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电信诈骗“防火墙”
警方45分钟止损百万

本报记者独家走进安徽反电诈中心合肥分中心

电信诈骗不只是“骗钱”，还可能“要命”。 准大学生徐玉玉因电信诈骗猝死一案，使电信诈骗成为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日前，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独家走进安徽反电诈中心合肥市分中心，通过办案民警讲述典型案例及防范
提示，提醒广大群众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记者 王玮伟

提醒：
年关将至，各类诈骗信

息 接 连 不 断 ，一 旦 被 骗 ，则
损 失 惨 重 。 为 防 范 此 类 犯
罪 ，避 免 财 产 损 失 ，合 肥 警
方提醒市民：

1.不要轻易泄露您的个人

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码、电

话号码、银行账号、账户资金

数额、家庭住址、家庭成员情

况等；

2.不要接听非常规号码的

电话，对响一声就断的电话不

要回拨；

3. 如 果 您 需 要 转 账 、汇

款，在钱款转出前请仔细核实

对方账户、身份信息及转账事

由;遇有短信通知临时变更收

款账户的，应当通过电话、亲

朋关系等常规方式向收款人

核实；

4.您的手机、电话接到，或

者您在网上看到各种通知类、

广告类信息时，请通过正规渠

道向有关部门、单位核实具体

情况，不要轻易回拨所留联系

电话；

5.上网时请注意识别假冒

的银行或证券公司网站，慎重

选择购物网站，不要轻易点击

自己不了解的链接或弹出窗

口、悬浮窗口，在电脑上安装

并及时更新安全软件；

6.对声称可提供紧缺商

品、低价商品、违禁品供销渠

道，或声称可提供内幕消息、

信息服务的网络信息和电话、

短信，请不要轻易相信；怀疑

涉嫌违法犯罪的，请及时向当

地公安机关或110报警服务台

举报；

7.接到声称亲属“患病”、

“被绑架”等紧急情况的通知

时，请务必保持冷静，应当通

过正常的途径核实有关情况

（最好联系到本人进行核实），

谨防上当受骗；

8.我们特别提醒您：无论

本地还是外地的公安机关、检

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包括银

行等金融机构，都不会通过电

话指挥您操作银行账户或银行

卡，更不会在电话里指挥您将

资金转账或汇至任何账户，遇

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 110

报警服务电话咨询，或直接向

您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咨询。

虽然合肥警方在反电信诈骗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但
在工作中办案民警却经常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市民。“我
们通过一些侦查手段，得知一些通信用户可能受到诈骗分
子要求汇款的信息，这种情况下警方会及时拨打用户电
话，告知其不要汇款。”施征说，这原本是一个好心提醒，可
却经常被用户认为是骗子，无缘无故遭到用户的破口大
骂，甚至有些用户还会拨打 110 称有人冒充合肥民警给其
打电话。

让施征感到欣慰的是，她也曾因准确判断，提前联系受
害人让其别汇款，及时制止合肥一名女子汇款 10 万元给骗
子。原来，女子小薛是一名刚刚工作的大学生，骗子以上海

警方名义打电话给她，称其有个包裹可能藏有毒品，并且此
事已惊动公安部，要求小薛不能与任何人说此事，还要按照
对方要求把所有的积蓄转移到一张卡内，然后交到公安机关
的“安全账户”里。

“当我发现这一情况后，我就立即给小薛打电话，结果一
直占线，大约半个小时打通小薛电话，我告诉她，我是合肥警
方的民警……”施征说，小薛年纪不大，电话里感觉到她害怕
极了，都不敢下楼去就近的派出所报案。小薛说她已经把所
有的积蓄集中到一张银行卡里，正准备去汇款，可是现在她拿
不定主意。“最后，我就一直陪她电话聊天，同她普及知识，她
才渐渐恢复平静。”

电信诈骗案中，犯罪分子得手后，资金往往被迅速转移取出，
快速且隐秘。因此，有时候有即使破案，损失也很难追回的情况。

施征说，2016年下半年，省城合肥的一名上班族孙某，在
骗子的忽悠下轻信自己身陷一起洗钱案，从亲朋好友借款近
200万元，待其醒悟后，警方及时冻结涉案账户，发现存有200
多万元的账户仅剩下15万元。“由于孙某报案太晚，距离案发
已经过去三天，犯罪分子早已将钱款通过多级账户取出。”

不过，反电诈中心里更多的是帮助群众挽回损失，及时冻
结涉案账户。据其介绍，不久前，安徽某文具有限公司会计吴
某，被人盗用公司老总 QQ 诈骗，按照对方要求汇款 119 万

元。“这种骗术比较典型，尤其是私营企业较容易‘中招’。”施
征说，案发当天，嫌犯用一个新的 QQ 号，换上公司老总的头
像联系吴某，并告诉其以后工作上的事情就用新的QQ联系。

随后，嫌犯用该公司老板的口吻让吴某统计今天可用资
金，吴某答“241 万元”。得知可用资金后，嫌犯用支付货款
等理由，让吴某先后汇款 3 次，共计金额 119 万元。3 次汇款
结束，吴某电话和老板取得联系才发现被骗，并立即报警。
警方了解情况后，当即联合相关部门，止付涉案账户 19 个，
冻结涉案账户 118.5 万元。从受害人报案到冻结所有涉案账
户，民警花了45分钟时间，帮助被害人挽回了损失。

止损：接到报案，警方45分钟止损118.5万元

难处：好言相劝别汇款，民警却遭破口大骂

中心：拦截诈骗案9200余起，挽回损失1亿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