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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寒冷，学生上学穿着衣物增多，
行动不便，有时还会遮挡视线，交通安全
风险较高。青州市公安局的民警提醒，
学生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学校要做好
学生冬季交通安全教育监管，家长要切
实承担起监护责任，预防和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的发生。
　　民警表示，校园内外交通事故的主
要原因有几点：一是注意力不集中。很
多学生喜欢边走边看手机或者听歌，还
有的学生心不在焉，不注意看路，这样
就很难注意到马路上的各种交通状况，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二是做危险活动。学
生精力旺盛、活泼好动，在路上嬉戏打
闹，甚至有时还在路上进行球类活动，这
些行为不但容易伤到自己，还很容易伤
到别人；三是骑“飞车”。有的学生骑自
行车的速度非常快，而且不注意周边的交
通情况，遇到危险来不及刹车，容易发生
交通事故。
　　民警提醒，保证交通安全，做到以
下几点：
　　步行　步行时走人行道，靠右侧行

走；横穿马路时要走人行横道，注意观察左右
侧车辆情况，仔细观察盲区，小心“鬼探
头”，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跨越交通护
栏、护网与隔离带；不要在机动车道上嬉戏打
闹、互相追逐，不戴耳机听歌，进行球类
运动。
　　骑车　出行前要先检查自行车的铃、闸、
锁是否齐全有效；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和护具；
要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未划分车道要靠右行
驶；骑车不玩手机，不戴耳机；在路上不并排
骑自行车，不扶肩并行，不双手离把；骑车不
攀扶其他车辆，不互相追逐，不与机动车抢
道；不骑“飞车”“快车”。
　　乘车 上车后扶好或坐好，不故意拥挤；
乘车过程中不把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向车外，不
向车外抛撒物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所乘车
辆靠站停止前，不要向车门方向移动。车辆停
稳后，先下后上，按顺序上下车；不在机动车
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
上不得从左侧上下车；不携带易燃、易爆、强
腐蚀性等违禁物品乘车；所乘车辆发生交通事
故时，要听从司机等乘务人员指挥，顺序
撤离。

保证学生冬季出行安全 谨记这些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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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指经营者针对特
定顾客群体，通过会议
集中宣传，推介销售商
品或提供服务的一种营
销方式。然而，有一些
“会销讲师”穿梭在全国
各地的会销现场，借助套
路 专 门 给 老 年 人 “ 洗
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
成为养老诈骗犯罪的重要推
手。高密市公安局民警提醒
老年人要警惕会销陷阱，切
记莫贪便宜。
  高密市公安局日前破获了
一起会销类特大养老诈骗案，
抓获46名犯罪嫌疑人，中断止骗
2万余人。该案中，诈骗团伙通
过免费赠送高价学习机，诱使老
年人购买线上“名校课程”，以
师傅带徒弟、分家单干、建群交流
提高等方式，流窜山东、山西、安
徽、江苏、河南、河北6省38县市作
案。这起会销骗局的受害群众达2.5万
余名、涉案金额5000余万元，涉及非
法侵犯公民法人信息、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诈骗、侵犯著作权、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多个罪名，抓捕现场查扣了大
量用于线上引流的电脑、电话卡、学习
机等物件。
  民警表示，会销骗局极具迷惑性，抓
住中老年人隔辈亲、重视养生、爱占小便
宜以及识别消费陷阱的能力弱等特点，利
用话术趁虚而入。以上案为例，诈骗分子
的套路为：
  第一步 用电话或短信引流，用小礼品
吸引老人到店。诈骗分子往往以店铺开张为
由，通过电话或者短信等线上渠道，邀请老年
人到店免费领取礼品。因为是实体店铺，老年

人比较放心，很多都会为了免费礼品受邀
到店。
  第二步 送出高价学习机，“讲师”讲解基础
操作。老年人到店后，一名自称“讲师”的人
表示，愿意留下来的人将得到一台免费的价值
四五千元的学习机，并介绍学习机有点读、跟
读、复读、名师讲课等各项功能，着重强调学
习机中的课程都是“名校课程”，完全可以代
替辅导班。
  第三步 不断“洗脑”。通过学习机引起
老年人的关注后，“讲师”随即表示高价学习
机可以免费赠送，但“名校课程”是有版权
的，需要付费激活，不少老年人在“讲师”的
一步步引诱下，会当场付费激活课程。
  第四步 以“教育”为名，激起老人的购
买欲望。对于仍在犹豫的老年人，“讲师”会
不断强调“这台学习机只赠送给那些最关心孩
子和教育的家长”。就这样，在反复“洗脑”
下，在场的老年人几乎都会当场掏钱。
  第五步 “圈钱”后人去楼空。实际上，
看似功能完善的学习机是假冒伪劣产品，使用
不久后就会出现卡顿、死机等故障，老年人到
店交涉退换货时会被告知需要等七个工作日。
然而，一般不超过两个星期，诈骗团伙就会人
去楼空。
  民警提醒，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
脑，不贪图小利，特别是不要贪图赠送的鸡
蛋、米面等小恩小惠，小心“免费”陷阱；不
要盲目参加以销售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专
家报告、免费试用等活动，凡是需要现场消费
的一定要多留个心眼，捂紧自己的“钱袋
子”，只要不消费就不会上当，遇到确实感兴
趣的商品，可以跟家人或朋友商量再决定是否
购买；平时要多关注各种新闻媒体、社区内标
语等宣传，了解常见的诈骗手法，提高对诈骗
伎俩的识别能力；注意妥善保管个人信息，不
要随意泄露身份证、电话号码等。
  此外，家庭成员要多关爱老年人，增强他们
自我保护的能力，如果发现被骗要及时报警。

切勿贪图小利 警惕会销陷阱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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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益阁

　　“双11”过后，你是不是在期待快件赶快送达，不时会打开手机
查看物流信息。潍坊公安发出提醒，此时诈骗分子也伺机而动，使出
各种诈骗手段制造陷阱，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
  福利诈骗 “双11”之后，不法分子抓住部分消费者贪小便宜
的心理，冒充商家发放“福利”或“中奖”信息“钓鱼”，寄递含
有二维码的宣传页，进行诈骗引流。如果收到类似的陌生快件，千
万不要扫描附带的二维码，以免造成财产损失。要注意，在扔掉
的同时务必将二维码涂抹掉，避免他人被骗。
　　退款诈骗 市民在等快件时，如接到陌生电话告知你的快件
有问题，先别急着相信，一定要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比如通
过各快递公司官方APP或客服电话查询。
  还有的不法分子常冒充客服人员，以“快件丢失需要赔
偿”为由头，诱使消费者扫描二维码或点击其提供的“钓
鱼网站”链接或者下载APP操作退款，实则是盗取持卡人
的银行卡密码及动态验证码。要记住，凡是自称客服因快
件丢失或产品质量问题等要求帮助退款，要求脱离平台
进行转账操作的，一律不信；谨慎对待他人发来的未知链
接，不要轻易打开。
  到付快件诈骗 如果收到陌生的到付快件，确认不
是自己购买的物品后，要果断拒收，避免不知不觉中落
入诈骗分子布置的陷阱。
  民警提醒，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网购，诈骗分
子也制造各种陷阱等你上钩，守好自己的“钱袋
子”，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定要通过正规网站购物，规避“钓鱼网站”；
注意查阅商家的信誉度、销量、商品评价以及商家
的资质信息；通过安全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完成支
付，不要直接给所谓“商家”的私人账户打款，
不点击和扫描来路不明的网址链接和二维码图
片；购买境外物品时，应选择正规渠道；收到快
件后，要确认物品完好无损后再签收；天上不
会掉馅饼，收到中奖信息不要轻易相信；记得
涂掉或销毁快递单号上的个人信息，谨防泄露
姓名、电话、地址等隐私信息；不轻易向他人
提供包括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的个人信
息；如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
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