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伙爱上“女主播”，打赏数十万元却遭拉黑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不断发展，一些不
法分子开始借助直播平台实施诈骗。

市民张先生闲暇时喜欢看网络直播，最近
迷上了一位名叫“小晴”的美女主播。直播间
里的“小晴”温柔迷人，张先生为了表达自己
的 好 感 ， 先 后 为 她 打 赏 了 近 万 元 的 “ 礼
物”。近日，张先生突然收到了“小晴”发来
的私信，称自己非常感谢张先生长期以来的支
持，希望能加张先生的微信进一步增进了
解，以便将来发展男女朋友。张先生非常高
兴，立刻添加了“小晴”的微信。在随后
的“交往”中，“小晴”开始以各种理由要求
张先生来她的直播间“刷礼物”，张先生对此

表达了不满，“小晴”则表示，只要张先生帮
她完成“礼物任务”，她就能请假来泰安与张
先生见面。为了能和“小晴”见面，张先生先
后投入了数十万元，没想到最终不仅没能见
到“小晴”，还被她拉黑了微信好友。意识到
受骗的张先生立刻报了警，却连“小晴”的真
实姓名都不知道。

警方提醒：互联网时代，市民网上交友需
谨慎，在双方互相了解前，不要轻信对方的花
言巧语，不要透露自己的隐私信息，不要发生
转账交易；发现被骗后切勿慌张，及时报案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据 （红 包 、 转 账 、 聊 天 记 录
等），积极协助警方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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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诈骗花样多
“爱情陷阱”踩不得

□乔宁

1.保护个人隐私信息。与人交
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市民
在充分了解对方之前，不要透露
自己的隐私信息，以免遭到对方
要挟。

2.不要轻信他人话语。婚恋骗
子擅长利用“甜言蜜语”敲开他
人 的 心 扉 ， 市 民 在 与 人 交 往
时，应保持平常心，切勿轻信对
方许诺，平时多加沟通，增进了
解，切忌在不了解对方时与之约
会，双方第一次见面要保持警惕。

3.避免发生借贷关系。多数婚
恋骗子的行骗目的都是钱财，市
民在与人交往时，切勿与对方发
生钱财或者物品的借贷关系，以
免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婚恋关系是构成社会细胞、家庭单元的基础关系之一，理应真实、纯粹，部分人却假借婚
恋交友的机会骗取财物，严重损害了社会交往的诚信基础。

近年来，婚恋交友诈骗案件频发，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交友时一定要提高个人防范意
识，切勿掉进骗子的“爱情陷阱”，落得人财两空。

婚恋骗局
常见套路

1.虚构身份，编织光环。在婚
恋交友诈骗案件中，无业被告人
占 比 最 大 ， 他 们 往 往 伪 装 成 教
师 、 警 察 、 军 人 、 企 业 高 管
等。这些职业普遍具有社会认可
度 高 、 工 作 环 境 相 对 稳 定 等 特
点，在婚恋市场上较受青睐。

2.隐瞒婚情，假装单身。婚恋
交友诈骗案件四分之一的被告人
曾隐瞒真实婚姻状况，假装单身
与人交往。

3. 改 名 换 “ 性 ”， 瞒 天 过
海 。 为 增 强 诈 骗 行 为 的 隐 蔽
性、逃避法律的追究，一些婚恋
交友诈骗案件的被告人会使用虚
假身份信息与他人交往，部分男
性被告人甚至会更换性别，假冒
女性与人交往。

4.广泛撒网，重点突破。为了
骗取更多钱财，一些婚恋交友诈
骗案件的被告人会通过网络同时
与多人交往，寻求诈骗机会。

5.出卖色相，假意许诺。为了
达到骗钱的目的，一些婚恋交友
诈骗案件的被告人还会通过出卖
色相、承诺结婚等手段，加速索
要钱财的进程。

6.短暂交往，借口索财。在婚
恋交友诈骗案件中，被告人通常
在 交 往 一 个 月 甚 至 仅 十 几 天
后，即以“家人生病”“公司周
转”“偿还信用卡”“办理请托事
项”等理由，向受害人索要钱款。

增强防骗意识
远离“爱情陷阱”

拼车遇“真爱”，女子遭诱骗损失百万元

互联网是婚恋诈骗的重灾区，线下的婚骗
手段也在不断升级，有些不法分子为了实施诈
骗，甚至会在特定场所制造“偶遇”。近
日，市民林女士就不幸落入了这样的圈套。

高学历、高收入的林女士由于忙于工
作，一直没时间学车，平时出行全靠打车软
件。前段时间，林女士在拼车时遇到了和自己
年纪相仿的葛某。葛某高大英俊，谈吐不
凡，在得知林女士的职业和经济情况后，主动
加了林女士微信。葛某自称是程序员，在某科
技公司担任技术主管，希望林女士可以做自己
的女朋友。林女士对葛某也很有好感，便答应
了对方的要求。两人交往不久后，葛某突然提

及，自己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澳门一
家博彩网站正委托他们公司进行网络维护，他
在维护时，发现该网站存在技术漏洞，他可以
利用这个漏洞修改赔率，让下注者稳赚不
赔。在爱情面前失去判断力的林女士当即表示
自己也想下注，并将130余万元存款转给了葛
某。没想到几天后，这家博彩网站就无法访问
了，葛某也人间蒸发了。

警方提醒：当新结交的朋友提出金钱往来
时，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多询问身边亲友的
意见，防止落入他人圈套；天上不会掉馅
饼，赚钱还需脚踏实地，“高回报投资”往往
都是骗局。

网恋求“奔现”，“女友”竟是传销组织成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传销分子开始在网络
社交平台以结交男女朋友的方式招录下线。

半年前，爱玩网络游戏的王先生通过游戏
平台结识了女孩“小美”，两人互留微信，很
快确定了恋爱关系。网恋半年后，张先生有
了“奔现”的想法，“小美”正好也有此
意，便邀请张先生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见面。张
先生和“小美”很快见了面，彼此都很满
意，“小美”提出，想带张先生回家见见父
母。张先生喜出望外，立刻表示同意，并询
问“小美”自己第一次上门，是否需要准备些
礼物。“小美”借机询问了张先生的存款情
况，并以“自己没有经验”为由，请张先生

去“朋友家”共同商议。张先生跟随“小
美”来到“朋友家”，结果一进门，迎接他的
却是一个传销窝点。张先生意识到自己中了圈
套，便以“取钱”为由来到附近一家银行，悄
悄向银行工作人员发出了求救信号，幸而
得救。

警方提醒：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销打击
力度的加大，发展亲友为下线的传统传销模式
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婚恋交友为名，拉拢
网友加入传销组织的套路开始盛行。独自前往
外地约见陌生网友的行为很危险，如若市民误
入传销窝点，一定要保持冷静，尽可能取得对
方信任，再伺机求救。

美好“黄昏恋”，骗走老人全部积蓄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空巢老人越
来越多。近年来，针对空巢老人的“黄昏
恋”骗局层出不穷，警方呼吁市民关注自家
老人的情感需求。

70岁的刘大爷丧偶多年，子女都在外地
工作，自己独居。去年11月，刘大爷为了寻
找情感寄托，参加了一场中老年人婚恋交友
活动，结识了55岁的离异妇女张某。

刘大爷与张某很是投缘，一个月后便正
式确定了恋爱关系。张某多次到刘大爷家中
为他做饭、洗衣，刘大爷暗自庆幸年迈之时
还能找到满意的另一半。

今 年 元 旦 ， 刘 大 爷 发 现 张 某 闷 闷 不
乐，经询问得知，张某正为儿子的订婚礼金
发愁。刘大爷觉得，自己和张某即将成为夫
妻 ， 张 某 遇 到 了 难 处 ， 自 己 不 应 置 身 事

外，便将多年省吃俭用存下来的 5 万元给了
张某。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张某开始以各种理
由向刘大爷索要钱财，已经倾其所有的刘大
爷只能向子女借钱。待刘大爷的子女发现情
况不对时，张某却玩起了人间蒸发。刘大爷
此时才惊觉上当，立刻报警求助。

警方提醒：“黄昏恋”骗局的受害者多
为经济条件较好、有固定退休金的老人，骗
子在获取受害者信任后，多以家中发生重大
变故或购买理财产品为由，骗取受害者钱
财。家有空巢老人的市民，平时应多与老人
沟通交流，帮助老人提高防范意识；发现老
人遭遇诈骗后不要责怪老人，应帮助老人保
留好证据，及时报警，利用法律武器追回
损失。

假婚恋网站收取高额服务费用

为了告别单身，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开始借助婚恋 App 或婚恋
网站寻找自己的另一半。部分不
法分子便借机制作假的婚恋平
台，通过收取高额服务费、会员注
册费实施诈骗；有些假的婚恋平
台还会与贷款平台、投资平台合
作，诱导会员购买不合规的金融
理财项目，给受害者造成更大的
损失。

2021 年，网络从业人员靳某
某萌生了“赚快钱”的想法，在
与女友王某商量后，两人决定开
设婚恋网站。为达到快速敛财的
目的，靳某某伪造了近百名虚拟
会 员 信 息 ， 并 录 用 多 位 “ 红

娘”进行话术培训，教授她们如
何利用虚拟会员信息吸引他人注
册会员、购买服务、升级高级会
员，以此骗取钱财；王某则冒充
虚拟会员，与高级会员见面，并
推荐网站其他收费项目以及不合
规的金融理财项目。近日，靳某
某与王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归
案 ， 等 待 他 们 的 将 是 法 律 的
制裁。

警方提醒：市民在选择婚恋
App 或婚恋网站时，一定要提前
了 解 该 平 台 是 否 具 有 合 法 资
质；在与平台工作人员进行沟通
时，要留心细节，多方面判断对
方是否诚信，谨防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