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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诈骗团伙不但编写
了诈骗“剧本”，还用 61
本记事本对诈骗对象进
行了详细记录，对受害
人进行分类标注，评选
出“最容易受骗者”。

甘肃省天水市甘谷
县警方近日打掉一个以

“消防年检”为名实施电
信诈骗的犯罪团伙。一
个简单的骗局，该团伙
却在 5 年内作案 1 万多
起，疑似受害人 10784
人，涉及 22个省份。他
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61本记事本
记录诈骗“心得”

61本记事本，上面写满了该
团伙实施诈骗的记录，细致到哪
一天打了哪个省哪个店的电
话。对那些一次没骗成功但有
受骗可能的，统一用波浪线标
注；对轻松骗成功的，则在店名
后面画上一个“飞扬”的对钩。

审讯中，该电信诈骗团伙
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某招认，他
们购买了6本电信“黄页”，专门
针对各地餐饮及娱乐场所，以

“消防年检”或者“消防检查”为
名实施诈骗活动。

李某交代，根据他们事先
编好的“剧本”，一般电话接通
就称自己是消防大队的，通知
消防检查，让负责人接电话。

说起诈骗的“成功秘诀”，
李某也不藏私：“剧本”是死的，
人是活的，关键在于见机而作。

李某接受审讯时说，有些
二话不说就给打钱了，丝毫没
有怀疑，还特别客气；有些则需
要多磨一会，说点“行话”，打消
其疑虑；有些则需要多次“连打

带吓唬”。当然也有警惕性高
的，这样的就不浪费时间。

在一条对一家饭馆行骗的
记录后面，犯罪嫌疑人不但画
上了对钩，还特意写下了一行
字：“这一次特别容易”。

这条评价可谓该电信诈骗
团伙在众多受害人中评出的

“最容易受骗者”，“欢快”心情
跃然纸上。

李某交代，那次诈骗的受
害人不仅丝毫没有怀疑，并且
打完电话后“秒转”资金。

甘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五
中队中队长颉虎杰介绍，该团
伙诈骗成功率较高，一次诈骗
成功的不在少数。警方在对作
案证据的梳理中发现，这个“消
防年检”电信诈骗案的疑似受
害人达10784人，涉及全国22个
省份。目前已通过全国协查核
实受害人 1157 人，尚有 8000 余
起案件正在加紧协查。

7964元案值
牵出特大电信诈骗案

这个特大电信诈骗案的侦

破，是从一家火锅店被骗 7964
元开始的。

今年3月的一天，甘谷县城
火锅店老板安女士跑进甘谷县
公安局刑警大队，一进门就喊：

“我被骗了。”
安女士之前接到一个“消

防大队”打来的电话，称特意改
进服务，让安女士把 2980 元年
检费和考核费打进一张银行卡
里，他们随后会把发票和一套
教材寄过来。

火锅店火灾隐患多，消防
是重点工作。虽然打电话的人
带有外地口音，但想到消防部
门服役人员应该来自全国各
地，安女士打消疑虑，赶紧把钱
打了过去。

但犯罪嫌疑人没有满足，
以“没收到”为借口，又诱使安
女 士 先 后 打 了 两 次 钱 ，共 计
7964元。

甘谷县警方通过一系列侦
查措施，发现两点信息：一是该
电话归属地与涉案银行账号都
在江西南昌；二是案发当晚就
有“神秘男子”通过ATM机取走
了安女士打去的资金。

电信诈骗，虽远必打。甘
谷县公安局局长柴金明听取案
情后，迅速组织成立专案组赶
赴南昌。通过 10 多天的摸排，
一个以李某为首的电信诈骗团
伙浮出水面。

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
三下南昌布控。4 月 24 日，专
案组再下南昌，将正在实施作
案的嫌疑人李某成功抓获，当
场查缴电话座机 13 部、手机 5
部、身份证 7 张、银行卡 21 张。
还搜出记事本 61 本、账本 1 本、
诈骗“剧本”1 本及取款伪装衣
服等大量作案工具。

经审讯，李某对其组织电
信诈骗团伙实施电信诈骗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紧接着，甘谷警方又历时
两个月，辗转陕西、吉林等地，
将该组织其余 5 名成员抓获归
案。

化骗子的“成功秘诀”为
你的“防骗秘籍”

甘谷县公安局副局长田小
红介绍，目前已经核实的受害

谁是最好骗的下一个——

61本诈骗电话记录揭开“骗术秘诀”

预订电话：7026855 1593750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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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单笔打款金额最高达7万多元，
最低的一笔2980元。

一个“消防检查”的由头为何
能让犯罪嫌疑人 5年时间在 22个
省份作案 1万多起？田小红认为，
犯罪嫌疑人首先是利用了社会公
众对消防部门的信任；其次，利用
了餐饮、娱乐等行业在消防检查上
急于“过关”的心理和对消防工作
的了解“盲区”。

颉虎杰介绍，电信诈骗犯罪目
前呈现出犯罪主体职业化、集团
化，犯罪手段科技化、智能化等特
点，犯罪主体隐匿性越来越强，跨
国跨境犯罪突出，打击难度越来越
大。

结合本案的诈骗“剧本”和 61
本诈骗电话记录，长期办理电信诈
骗案件的民警表示，电信诈骗的

“成功秘诀”是大部分受害人存在
疏于求证、盲目轻信或贪图小利等
弱点。在公安机关对电信诈骗不
断完善打击机制、加大打击力度、
探索打击新方法的同时，社会公众
也要进一步提高警惕，接到陌生电
话时做到“官方求证”“不谈钱”，这
就是“防骗秘籍”。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