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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领”礼品竟是刷单陷阱
近日，市民朱女士收到一个陌生包裹，

里面是一封信件和一包湿纸巾。信件上的
内容显示，由于朱女士网购满5年符合条
件，被挑选为可参与“0 元领”的幸运客
户。朱女士看到信件上有很多礼品可以选
择，便扫码下载了App。App上的平台客
服告诉朱女士，只要给餐饮店短视频刷单
做点评，就能获得佣金。于是朱女士从小
额单开始做任务，直到做到大额单之后，对
方称其有一个步骤做错了，需要以转账充
值的方式修复数据。朱女士转账后，发现
之前赚的佣金都没成功提现，自己还搭进
去不少钱，这才意识到遭遇诈骗。

■警方提醒
网络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

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你想要的是佣金，骗
子想要的是你的本金。请牢记：刷单入了
套，本金要不到。任何以点评、打榜等为由
要求垫付资金的刷单任务，都是诈骗。

抢消费券能赚钱？反而倒贴
50万元

近日，市民王先生在刷短视频时结识
了一名好友，对方自称在某猫公司上班，告
诉王先生“双十一”马上到了，公司为回馈
客户举办了活动，抢消费券就能赚钱，但她
是内部员工不能参与，让王先生帮忙，并发

来了一个网址链接。王先生信以为真，点
击对方发送的链接进入网站，并注册账号
登录。随后，王先生先向对方提供的银行
账户转账了2万元，接着在网站上进行抢
消费券操作，网站显示的账户余额增加到
了2.14万元。之后，王先生又通过银行卡
转账、购买某东E卡、取现金交给对方安排
上门取款的人等方式继续充值48万元，网
站账户中显示的余额也增加到150万元。
然而，等到王先生想要提现时，却发现提现
无法成功，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警方提醒
不要相信网络上认识的陌生人提供的

所谓投资或者赚钱机会，不要被骗子诱导
登录或下载所谓的投资理财网站或 App，
更不要盲目转账或充值，谨防被骗。

热心帮忙垫付7万余元，好友
却是冒牌货

近日，市民杨女士在家中浏览微博时，
收到了一条好友发来的消息。对方说最近
新换了手机号，手机上原来的软件账号登
录不上去，临近“双十一”她在网络平台上
购买的物品付不了尾款，让杨女士帮忙垫
付，并提供了一张图片二维码。杨女士扫
码后，跳转到一个客服聊天界面，客服先后
向杨女士提供了两个银行账户，杨女士便
按对方要求分别转账了 24899 元、46500
元。此后，杨女士的微博好友本人向其打
了微信语音电话，称自己并没有购买物品，
杨女士这才意识到被骗。

■警方提醒
在收到自称是朋友、熟人发来的好友申

请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贸然添加。如
果对方提出金钱方面的往来要求，一定要通
过见面、电话等方式核实清楚对方的身份，
避免未经核实直接通过网络进行转款操作。

取消会员需验证，被客服骗
走2万余元

2023年11月下旬的一天，市民张女士
在家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客
服，并称张女士在“双十一”活动期间开通
了某短视频软件的会员服务，每个月费用
500元，如不需要可以取消。张女士想要
取消，便按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名为“微
会议”的视频会议软件。在视频会议中，对
方要求张女士说出名下所有银行卡，并提
出需要张女士转一笔钱到提供的银行账户
里进行验证，验证成功后会自动退还。于
是，张女士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 7613
元，对方却称验证失败，需要继续转账，张
女士便继续向对方提供的另一个账户转账
12760元。此后，对方又以各种理由要求
继续转账，张女士意识到被骗。

■警方提醒
如接到陌生电话、短信自称是客服的，

并声称用户开通了某项会员业务，如不关

闭将逐月扣款的，这一定是诈骗。可通过
拨打官方客服电话等方式进行核实确认，
切勿被对方诱导下载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
幕共享，更不要进行转账汇款操作。

为激活账号店主转账10万元
保证金

市民宋女士是某宝一家网络店铺的店
长。2023年10月下旬的一天，她收到一条
客户信息，对方说自己无法下单，并出示了
一条更新提示，称由于“双十一”临近，商户
需要及时进行区域性更新。宋女士点击进
入提示中的网址，网址的界面跟某宝一样，
宋女士便信以为真，联系网页的在线客服
进行询问，对方回复需要添加另一名客服
专员的QQ进行处理。宋女士添加该QQ
后，对方称她的某宝账号很久未使用，要交
保证金走流水激活，还说转账过去的钱马
上就可以返还，并向宋女士展示了自己的
工作证。此后，对方通过QQ指导宋女士
操作，宋女士扫描对方提供的二维码转账
了5万元，对方立刻就转回了钱款。于是，
宋女士放松了警惕，再次给对方提供的银
行账号转账5万元。等她转账完成后，对
方又说需要更多保证金才能激活账号，宋
女士便又给对方转账了5万元，但对方声
称还是不够，要求更多转账，宋女士这才发
现被骗。

■警方提醒
骗子可能会冒充电商平台客服，以账

号需要更新、激活等为由，诱导商家进行转
账操作，从而实施诈骗。广大电商从业者
务必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
链接或扫描陌生人提供的二维码，更不要
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转账。

大促销超优惠？付款后却迟
迟不发货

2023年 9月下旬的一天，市民孙女士
在家中浏览某平台时，看到有人发布有关

“双十一”家电大促销的帖子，便联系了对
方，双方添加微信后继续沟通。对方询问
想购买哪款家电，孙女士便把自己想买的
家电型号发给了对方，对方称有一些家电
如果一起购买的话，可以更加优惠。孙女
士陆续发了自己想购买的其他家电型号给
对方，并提供了自己的收货地址，对方也发
了很多发货记录的截图给孙女士以博取信
任。随后，孙女士便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转
账10447元。然而过了一个星期，对方依
然没有发货，还以各种方式拖延。孙女士
意识到被骗。

■警方提醒
收到各类广告、促销信息时，一定要仔

细甄别，务必通过官方平台或官方客服热
线进行核实确认，尤其是那些声称独家优
惠、限时特价促销的信息，更需要多留个心
眼，避免绕开正规平台私下交易。

又是一年“双十一”购物节，近几年，
各大电商平台为吸引消费者下单，推出
各类花式促销，“优惠券、满减、预售付定
金……”有些人经历一番烧脑凑单操作
后，买到了符合心意的商品，但也有不少
人踩了坑，遭遇了网购纠纷。付完定金
后悔了，可否请求退还定金？网购的所
有商品都适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吗？看
看法官怎么说。

货不对板是否涉嫌欺诈？
消费者网购收到的商品和下单购买

的商品不一致，商家虚假宣传实际货不
对板的行为，是否涉嫌欺诈呢？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
长张倩称，如果商品的宣传中存在虚假
宣传，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
条的相应规定，消费者是可以向商家主
张相应的赔偿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退一赔三。

久拖不发货是否涉嫌欺诈？
张倩表示，久拖不发货是商家违反

按期交付货物义务，已经构成违约，在此
基础上是否构成欺诈，还要看具体情形，
如果商家久拖不发货，并编造各种虚假
理由，让消费者持续等待，或者要求消费
者取消订单，重新加价下单等，能判定商
家存在相应欺诈故意的，可能构成欺诈。

网购需要维权时需要哪些
证据？

网购发生纠纷时，消费者应保留和提
供哪些证据，才能更好维护自身权益呢？

张倩表示，对于消费者而言，账号注
册信息、实名认证信息、购买信息是首先
要有的。在收货的过程中，尤其是贵重
商品，最好是保留相应的开箱视频，还原
商品最初收到的情况，以免后续纠纷的
产生，或者在纠纷产生过程中没有相应
的证据去维权。还有就是要保留交易快
照，以及跟商家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
录等。 据央视新闻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来啦！在消费
者疯狂剁手的同时，诈骗分子也打起了歪
主意。通过对去年以来相关案例的梳理
分析，江苏省反诈中心发布 6起典型案
例，起底网购诈骗套路，并向公众发布防
诈提示，提醒大家在网购的同时务必谨慎
小心，不要掉进骗子的陷阱。

通讯员 苏宫新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季雨

法官支招：
网购被套路如何维权

分类广告刊登热线：025-84783581、13675161757
地址：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1806室

老年公寓老年公寓
大 桥 养 老 1700、2000、2300 元 。
15005157981。

已有人被骗50万元
“双十一”来了，当心点别被套路

陌生包裹里的“0元领”卡片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