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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
一名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接到一个
自称是微信管理人员的陌生电
话，称有人举报他非法出售假冒
伪劣口罩，涉嫌违法，必须对微
信账户进行封号处理。随后，对
方将他的电话转接到一个“北京
市通州公安局办案民警”
的电话上，对方称因
“办案需要”，指
示 他 通 过 网 页 下
载“安全卫士”(诈
骗软件 )，又以需
要调查他银行账
户资金为由，骗
走其 15 万元。

针对此类利用
疫情进行诈骗的新手
段，西宁市公安局发布
涉疫防骗指南，提醒广大群
众提高防范意识，切勿上当受骗。

骗局一：快速核酸检测。骗

子冒充防疫机构工作人员，通过
群发“快速出核酸检测结果，加
急最快半个小时”“家里也能做
核酸检测，只要额外付费就行”
等信息，吸引受害人注意，从而
实施诈骗。

警方提醒：全民免费核酸采

样时间以社区群通知为准，核酸
检测结果请在官方正规平台查询；
个人付费核酸采样一定要在经卫
健部门认证的具备资质的医院、
专业医疗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不要轻信网络不实信
息和所谓“私人渠道”。

骗局二：新冠肺炎特效药。

骗子称受害人的健康码和检测报
告有异常，并声称有一款新冠肺
炎“阳转阴”特效药，只需 5800
元 3 个疗程，每天坚持服用就会
恢复健康，诱导受害人前往虚假
购物网站购买，骗取钱财。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

所谓的特效药，要密
切关注官方发布信

息， 不 要 相 信 非
专业医疗机构，
网上交易要在正
规网购平台。

骗局三：冒

充防控流调员。
骗子称“可能有人

冒充你的个人信息登
记打疫苗”，要求前往

公安机关核查，然后主动将
受害人的电话转接至所谓的“公
安局”，以“清查资金消除嫌疑”
为由实施诈骗。

警方提醒：这是典型的冒充

公检法诈骗“升级版”，骗子冒
充疫情防控中心、卫健委致电受
害人，再以各种名头给受害人扣
上“涉嫌新冠疫苗违法犯罪”的
帽子。

骗局四：虚假防疫短信。骗

子冒充相关权威部门、机构，群
发包含“钓鱼网站”链接的防疫
短信，以配合疫情防控为由，要
求填写银行卡等个人信息，骗取
钱财。

警方提醒：不要轻信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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