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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尚剑

“你今年多大了，妹妹⋯⋯姐姐给你一

个见面礼吧，发你微信收款码过来⋯⋯”

12 岁的杭州女孩小霖（化名）没想到，因为

轻信刚认识不久的“富婆姐姐”，就害得爸

爸的支付宝账户损失了1万多元。

小霖是个小学生。去年2月的一个晚

上，她拿着爸爸的手机，打开了某短视频平

台。平时热衷某款手游的她，刷到了另一

个玩家发来的该手游短视频，里面有好多

她喜欢的道具、皮肤等，小霖羡慕不已，随

即在该视频下评论：“姐姐你的游戏皮肤真

好看，可惜我买不起。”

没多久，一个女生头像的网友向小霖

发来好友请求，小霖同意了。加完好友后，

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小霖加 QQ，两人

随即又“转战”到QQ上聊了起来。

对方以“姐姐”自称，喊小霖一口一个

“妹妹”。小霖以为对方就是刚才自己评论

的短视频博主，和“富婆姐姐”聊了起来。得

知小霖的年龄后，“姐姐”很大方地说要送小

霖一个见面礼，让发一个微信收款码给她。

小霖兴奋不已，赶紧用爸爸的手机截

屏了一个付款码发过去。过了一会儿，姐

姐问她：“妹妹，你看一下钱包收到了吗？”

小霖仔细翻查，却没看到有钱打过来。

“姐姐这边帮你查了一下，这笔钱已经

冻结在你的QQ上面了，需要你配合解除就

没事。”又过了一会儿，“姐姐”发来了信息。

小霖紧张起来，赶忙问怎么解除？“姐

姐”安慰她：“妹妹，你不要害怕。配合解除

只要拿你爸爸或者妈妈的手机过来辅助就

行了。”见小霖没回话，“姐姐”又说：“如果

你不想配合解除我也不勉强你，那我现在

去报警处理就可以了。”

看到“报警”俩字，小霖慌了，赶紧拿着

爸爸的手机，按照“姐姐”的要求打开手机

摄像头，随后在对方的视频指导下一步步

“配合解除”。殊不知，按照要求一顿操作

后，小霖爸爸支付宝的亲情卡被对方绑

定。对方分八次用自己的收款码，通过亲

情卡功能用小霖爸爸的账户支付了14000

余元并取现，随后解除绑定。

小霖爸爸拿回手机后，发现账户上少

了1万多元，问起小霖事情经过，之后报警。

警方立案侦查后，在海南将嫌疑人抓

获归案。原来，“富婆姐姐”不是一个人，而

是四个小伙符某甲、符某乙、符某丙、符某

丁，其中符某丁还是未成年人。

骗小霖的过程中，四人分工负责，符某

甲先预定宾馆房间并提供某短视频平台账

号及支付账户，符某丙以赠送游戏道具、游戏

皮肤等为由添加小霖为好友，符某丁负责聊

天诱骗小霖帮助其绑定小霖父亲账户的亲

情卡功能，后符某甲、符某乙、符某丙通过该

功能将小霖爸爸账户里的钱刷到符某丙的

账户，再转账至符某甲银行卡中并提现。

他们交代，除了骗小霖，他们还骗过其

他小女生绑定父母亲情卡来窃得账户资金。

近日，经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符某甲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其余三人已另案处理。

检察官提醒，从该案看，一旦被绑定亲

情卡建立亲友支付关系后，用款人可以不

需要密码验证就能用你的账户支付，所以

账户主人较难发现，需要提高警惕。

警惕支付宝亲友支付被骗子利用

小学生一通操作，爸爸的账户损失1万多元

本报评论员 蔡亮

有这么一句调侃：开学季，比老师、孩子

还忙的是家长，比家长还忙的是骗子。

据“宁波公安”“平安鼎”微信公众号报

道，近日，宁波警方破获一起系列诈骗案，嫌

疑人缪某以自己在人社局工作，有关系可以

安排学生进入重点高中为幌子，从家长娄先

生处骗得18万元。除娄先生外还有多名受害

者上当，总涉案金额逾百万元。

在网上搜索“开学”“家长”“诈骗”这几个

关键词，类似的新闻报道比比皆是。《“入学焦

虑”被利用 失了钱财误了孩子》《利用家长

“望子成龙”心理，一男子诈骗“择校费”两百

万元》《假老师发起收款 25 位家长上当》《谎

称孩子住院，不法分子冒充学校给家长打电

话》⋯⋯案件数量之多，令人触目惊心。

开学季诈骗并非新鲜话题，早在七八年

之前，就有相关警示和提醒。然而，年年开

学，年年提醒，开学季诈骗却依旧“坚挺”，上

当者仍然层出不穷，这就值得我们好好问问

为什么。

一来，骗术也会“与时俱进”。一些骗子，

简直比家长还要熟悉家校联络工作，各种社

交软件玩得贼溜，对老师、学校甚至教育行政

部门一些常见工作习惯、发文套路更是门儿

清，你一个不留神，就会着了道儿。譬如去年

8 月 29 日“平安鼎”的一则推文报道，厦门一

些新生家长反映，自己收到来自家校联系群

里班主任发来的缴费信息，甚至还附有收款

二维码，有的家长一时不查扫码缴费，事后才

知道这所谓的班主任其实是骗子冒充的。更

有甚者，通过 AI 技术模拟声音、换脸，模仿成

孩子、老师实施诈骗，让你防不胜防。

二来，一些家长的心态值得反思。细品这

些案例，看似诈骗手法多样，实则万变不离其

宗，大都是利用家长对子女过度的关心。或是

为了给孩子“疏通”个好学校、“捐”个好前程；

或是为了在学校、老师面前积极表现，不能给

孩子扯后腿；或是一听孩子出了什么事，六神

无主之下，赶紧汇钱救人要紧⋯⋯就拿宁波这

起案例来说，“托人找关系进名校”，实在算不

上什么高明的说辞，跟当下的教育大环境更是

格格不入，按说完全可以一眼识破，但仍有家

长宁可信其有。据《检察日报》最近的一篇报

道，上海嘉定区一对夫妻，为了让儿子转入心

仪的学校，托号称有关系的朱某帮忙，结果前

后花了45万元，儿子不仅没成功进入名校，反

而两年多没有上学，连学籍在哪都搞不清了。

事实上，朱某只是注册了多个社交账号，冒充

所谓的“局长”“校长”与夫妻俩联络，目的只是

为了骗钱。对不少家长而言，千事万事，娃的

事最大。正所谓关心则乱，此种心理之下，头

脑热了、理智没了、想法歪了、判断偏了，自然

容易成为骗子的“提款机”。

三来，我们的家校联络、反诈宣传仍留有

死角。上述厦门那起案件，反诈部门曾总结出

此类诈骗的几个特点，如主要针对新生、联络

群未开启入群验证，骗子行骗多集中于老师可

能在休息或忙于其他事务的中午或晚上等。

然而，骗术特点都梳理出来了，照样有人上

当。据丹阳公安消息，今年2月1日，市民徐先

生报案称有老师在家长群里发布订阅教材信

息并附有收款码，他扫码支付468元，之后证实

是骗子，多名家长受骗。云南寻甸警方近日也

发布案情，有骗子潜入家长群冒充老师骗取一

大笔“教学材料费”。这说明，反诈既需“广而

告之”，更需“精准防御”。家校联络方式是否

可以据此作一些调整？学校是否可以结合开

学后的一系列工作，给每位家长发一封反诈公

开信，列出最值得注意的诈骗手法？这些都值

得我们思考甚至立即付诸行动。

“望子成龙”也好，“孩子第一”也罢，都是

人之常情，不应苛责。但是，越是关心越要保

持清醒与冷静。毕竟，防诈是当今社会每一

个人的必修课，也是家长给孩子必须上好的

人生一课。在孩子的事情上不盲从、不轻信，

多掌握一点反诈知识，多一份谨慎小心，使自

己的反诈意识永远跑赢骗子的招数。一句

话：只有比骗子更忙，才能更有效地防骗。

开学季反诈
我们应该比骗子更忙

时 评

2月11日，金华市区凤凰山公园里草绿梅红，春之气息扑面而来，大片梅花在雨

中粉红绽放，娇艳醉人美如画，引来众多市民赏梅、拍照。 时补法 潘秋亚 摄

雨润红姿娇

导读

本周杭州地面道路
继续暂停错峰限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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