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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村群众防骗意识，需要通过“点”上宣传、“线”上联动、“面”

上管控，建立宣传、防范和打击“三位一体”相结合的防骗工作机制，

护好群众“钱袋子”。

“点”上宣传，夯实基础。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发挥村民活

动场所、农村集市、村组宣传栏等载体作用，大力开展防骗宣传进

村寨活动，向农村群众零距离宣传防诈骗知识，揭露诈骗手段，剖

析典型案例，现场传授防骗技巧，从而提高群众防范诈骗的意识和

能力。

“线”上联动，抓住关键。各地可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开展防

骗工作，相关部门可开发或引导广大群众安装防骗软件，让系统自

动提示来电是否为诈骗电话。同时，还可建立网上联动防骗工作机制，

相关部门不定期进行会商，分析诈骗新情况、新特点，及时向群众

通报。

“面”上管控，筑牢后盾。可设立防骗热线，适时向广大群众

收集诈骗线索，及时向提供诈骗犯罪信息并经查实的群众兑现奖励，

有效调动社会各界群众防范打击诈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加强

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与时俱进增强反诈工作能力。

昆明市西山区田飞：家庭成员
尤其是子女应主动向老年人科普各
种诈骗“套路”，经常进行风险提
醒，让老年人谨记“贪小便宜，往
往吃大亏”。使老年人清楚地知道，
当遇到上门送货、送礼品等情况，
要及时与子女联系。同时，要关注
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状态，提
升老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帮助老年人远离诈骗陷阱。

    
文山州文山市陈明爱：首先，

动员诈骗受害人现身说法，向群众
讲述抽奖、返现等“诈骗套路”背
后的套路、陷阱，警示群众不贪便宜。
其次，组织办案公职人员以案说法，

从专业化角度向群众传授防骗妙招，
预防诈骗。再次，鼓励群众积极学法，
利用村民大会、党员大会等机会向
群众普及法律知识，提高防骗意识。

    
红河州开远市李张雨：没有人

天生有防骗“免疫力”，防止受骗，
首先要提高防范意识，随时保持警
惕，并保护个人信息不泄露。不轻
易相信陌生人的电话，不回复陌生
信息、电话，不透露自己及家人的
身份、存款、银行卡等信息；不向
陌生人汇款、转账，如发现受骗，
要及时报案。

年关临近，农村各地的宴请活动不断增多，人情往来频繁、人情消费
随之加重。近年来，不少农村群众为婚丧嫁娶、乔迁生子、升学祝寿等人
情负担所累，如何减轻农村人情负担？

下期话题：如何减轻农村人情负担

七
嘴
八
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