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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开QQ电话后， 对方称
要让队长与罗先生对接。 随后，
又有另一名男子来接听，自称是
“队长”。在陈述了案情后，他称
要把罗先生的资料提交给“最高
人民检察院经济调查科”的“高
科长”。

7月26日，所谓的“高科长”
真的通过同一个QQ与罗先生取
得了联系。此后，“高科长”让罗
先生去买一个新的安卓手机，并
催促他去为银行卡开通网银，以
便查询涉案的“赃款”。

罗先生称，后来，对方让他
把原来在用的手机卡插到新的
安卓手机，随后对方发来两个网
址， 让他用新买的安卓手机登
录。其中，一个网址先让他下载
一个“安全电子认证”的软件，另
一个网址则让他输入包括身份
证、银行卡号和密码一类信息。

“当时， 下载软件的时候有
弹出来安全提示， 说存在风险，
但是我晕乎乎的，就没去理。”罗
先生发现，如此操作后，银行配
备的网盾会弹出来动态码。罗先
生称，按照对方要求，他把弹出
来的多个动态码都口头报给了
对方。之后，罗先生称自己要上
夜班，就没继续“配合办案”，对
方还让他“好好上班”。

2017.8.1��星期二 编辑 王卉珍 图编 言琼 美编 张元清 最头条

银行卡没钱也被骗子盯上
三套路让他背上12万贷款

不要以为你没有钱，银行卡上也没有钱，你就
不会成为骗子下手的对象。近日，在广州南沙区东
涌打工的罗先生接到一个诈骗电话，想着自己也没
有钱，没想到最后却糊里糊涂向银行贷款了12.2万
元，这笔贷款随后被转到一个个人账户。

当晚上夜班，罗先生越想越
不对劲，7月27日凌晨在南沙区
东涌派出所报警。 而在27日白
天，他此前开通网上银行的银行
向他来电， 告知他已贷款了12.2
万元。

30日，罗先生提供了他与冒
充民警QQ号的聊天记录。 对方
头像为一穿制服的中年男子，聊
天过程中还向罗先生亮出了假
的警察证。 记者用QQ添加了对
方，询问对方是否民警。对方并
不做回应，还警惕地询问记者是
否罗先生。

另外，罗先生提供的银行流
水记录显示， 在7月26日16时45
分， 罗先生向银行贷了一笔12.2
万元的贷款，随后在7分钟内，这
笔钱分三次被跨行转账转走。
“当时， 骗子让我输银行卡信息
的时候，我就想着，反正我一个
打工的，银行卡里也没钱，没想
到居然是骗我贷款。”罗先生称，
自己后来通过银行查询到，贷款
很快转移到了一个姓刘的个人
账户上。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警方已
接到罗先生报案，正对此进行调
查。而罗先生当时办理网银的银
行也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来源于南方都市报

7月25日，罗先生接到一个“+019”开头的电话号码来电。电话
中，一名男子自称是“联通客服人员”。“他说，有人盗用我的身份证
信息注册了一张联通手机卡，有违法行为，说要对我进行停机。”罗
先生称，他对此表示怀疑，称要自行拨打联通客服电话咨询，对方则
称可代为转接联通公司总部。

罗先生称，“嘟”的转接声后，另一名男子来接电话，自称是联通
总部工作人员，并报上了工号和姓名。对方与之前男子维持同一套
说辞，称有人用罗先生的身份信息办卡后在惠州市实施电信诈骗。

骗局
还原

罗先生仍然不信，要求对方转接惠州警方的电话。没想到，对方
竟然真的照做了。又一名男子来接电话，自称是惠州市“惠东县值班
民警”。这名“民警”在电话中对罗先生称，有人盗用了他的信息办了
一张联通手机卡实施诈骗，诈骗金额达到23万余元，有13个人被骗，
其中一名老人还因此轻生。“我是打工的，晚上要上夜班，打电话的时
候是白天，脑袋晕乎乎的。事后，我分析了下，联通怎么可能转接到公
安局呢？”罗先生回忆称。

罗先生此时仍然持怀疑态度。“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民警呢？”面
对罗先生的质疑，对方称，可以拨打114电话查询惠州市惠东县公安
局的座机，“对方让我查到了先不要打这个电话，而是先记下，然后他
打过来，让我比对一下。”

罗先生查询后， 有一个电话进来。 这个电话号码开头为一串数
字，尾数确实与查询到的惠东县公安局电话一致。罗先生当时不知道
骗子可以用改号软件设置来电显示，他比对尾数后放松了警惕。电话
里，该男子让罗先生好好配合调查，“不配合就拘捕。”罗先生称，此后，
电话里的男子语气变得和缓，称可以帮忙向该局队长申请优先调查。
随后，男子竟要求罗先生添加QQ好友，称要开QQ电话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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