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湖滨区交口乡积极优化营
商环境，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为企业发
展精心构筑起坚实的“后盾”，助力地方经
济腾飞。

该乡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
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将优化营商环境
相关内容列入乡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内
容，全体干部在为民服务的过程中创新理
念、转变作风，当好“服务员”“店小二”，向
先进典型学习，充分发挥带动示范效应。

该乡用好营商环境帮扶群，实时了解

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与困惑，及时
予以解答和帮助，将惠企政策又快又好地
传达给辖区企业，提高帮扶效率。

同时，该乡党委政府成立营商环境微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乡纪委通过
设置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深入企业实

地走访等形式，紧盯涉企服务、涉企执法、
惠企政策落实、办事窗口工作质量和效率
等方面的微腐败。 截至目前， 走访企业
170 家，帮助解决问题 3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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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人
最新六起电诈案例来袭

小心别踩“坑”里
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手段日益更
新， 你以为诈骗离
我们很远， 其实就
在我们身边。 近
日， 记者采访了

市公安局反诈中心，
整理几起我市近

期多发的电信诈骗
案例， 请大家提高
警惕， 不给骗子可
乘之机。

□本报记者 张迪

冒充公检法：
领个“皮肤”就要被抓起来？
我市一学生被骗 1.6万余元

近日，我市一学生陈某在快手上看到有人发领游
戏皮肤的二维码，陈某通过扫码加对方微信，对方称
自己是公安局的人，发现其违规领取游戏皮肤，如 30
分钟不解除，则冻结微信，并处 10 万元罚款和五年
刑期，如要解除则需向对方转账。 面对这样的恐吓，
小陈感到十分害怕。 随后，对方通过视频聊天形式向
陈某出示了收款码， 最终陈某用其亲属的微信扫码
转账 1.6 万余元。

虚假征信类：
“银监会”通知“征信存在不良记录” 轻信后被骗 25万元

2 月 2 日，李某报警称，在家
中上网时看到“无抵押、免征信、
秒到账”的网络贷款广告，未经多
想就点击进去并下载了一个“省
X”App。 下载登陆后，李某点击
贷款 10 万元额度，随即填写了自
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身份证号

等重要信息。 提交后，“客服”称其
放款卡号提交错误，资金被冻结，
需要联系业务员进行处理， 客服
又给其发了一个链接。 李某点击
后又下载了一个“企业助手”
App，打开后一名自称“业务员”
的人与李某联系， 称需要缴纳 1

万元的认证金，对方给李某发了一
个卡号， 李某转账给对方 1 万元
后， 对方说资金还未被解除冻结，
还需转款 2 万元才能将 10 万元
的贷款额度批下来， 李某发觉异
常，遂报警。

近日， 市民王某接到一名自
称银保监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听
到对方说有贷款逾期造成不良记
录，将影响个人征信。 经过一番交
流，王某相信对方身份，并按指引

先后 3 次向所谓“中国银保监会
认证对接账户” 的 3 个不同账号
转账共计 25 万元， 其中 23 万元
为王某从 3 个金融平台借贷的款
项。“你还用过哪些银行卡和贷款

App？ ” 当对方一再问及该问题
时，王某方才醒悟过来，意识到上
当受骗，遂报警。

虚假网络贷款：
急用钱去申请“网络贷款” 结果先给对方转去了 1万元

近期，我市发生多起冒充抖音客服
诈骗案件。

近日，吴某接到“抖音客服”电话，
称她开通了“抖音电商直播会员”，若不取
消每月将扣费 680 元， 连续扣费 12 个月。

如若取消，方式有两种：一是去北京进行线下关
闭；二是添加“金融客服专员”QQ 线上关闭。吴

某担心扣费又想尽快关闭， 就添加对方 QQ 按流
程操作。 对方以验证银行流水为由，要求吴某将银行
卡里资金转到指定账户， 谎称验证后资金会自动返
还。 吴某信以为真，将卡中 4000 余元和支付宝上的
22000 元都转给对方， 直到对方继续要求转账 8000
元，吴某才意识到被骗，遂报警。

虚假客服类：
为了关闭“抖音会员”
一市民被骗 2万余元

“无需本人到场、代办驾照、
考试包过，让你无忧拿证……”近
日， 市民安某刷到了一条声称可
以帮忙办理摩托车驾驶证的短视
频， 于是他便按照视频中的提示
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在初步
沟通中，对方显得颇为“专业”，详

细介绍了办证的流程和费用。 安
某觉得条件还算合理， 便按照对
方的要求转了 7900 元，并提供了
身份信息。 转账后不久，对方又以
办驾驶证的钱不够为由继续向安
某收钱。 这时，安某仔细回想了整
个办证过程， 发觉自己除了掏钱

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而且对方不断变换说辞，一会儿说
需要额外支付手续费，一会儿又说
要交保证金， 安某这才意识到被
骗，于是报警求助。

虚假宣传类：
网上花钱就能办证？ 男子网上“走捷径”钱证两空

购票改签类：
轻信机票退改签骗局 男子被骗 4000余元

近日，贺某接到自称航空工作
人员的电话， 声称订购的飞机航
班因故障需要改签或退费， 现在
需要协助其改签并且会有一笔延
误金赔付。

看到对方能准确报出自己的
航班、身份等信息，贺某便信以为
真，于是在对方引导下，下载了一

款视频会议 App，App 里的“客
服” 引导其先去支付宝查看收款
码，问其收款码能否收企业款项，
贺某告知对方无法收到后， 对方
又引导贺某查看自己名下所有的
银行卡信息。 通过“屏幕共享”，对
方清楚地看到贺某的支付宝、银
行卡信息， 后以其名下有贷款会

影响航班改签和延误险赔偿为
由，引导贺某用其名下的支付宝、
银行卡来回转账，在此期间，账户
信息、转账密码，对方尽收眼底。
直到收到银行卡扣款信息， 贺某
才发现被骗，共损失 4000 余元。

湖滨区交口乡：

多措并举优服务 助企纾困稳发展

警 方
提 醒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牢记“三不一多”原则，轻松应对电诈骗
局：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