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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模式开启，孩子们在享受假期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类诈骗风险。为帮助
孩子们提高防范意识，避免财产与个人信息遭受侵害，我市公安通过列举常见的
暑期诈骗类型，提醒广大家长及学生擦亮眼睛，防止上当受骗，让孩子们度过一
个安全、充实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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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种作业潜在危险性大，一旦发生事故，对作业人员本
人以及他人和周围设备、设施造成很大危害，所以必须经培
训、考核、取得相应资格后，方可上岗作业。我市应急部门
提醒，企业在招聘特种作业人员时，必须严格把好准入关，
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事故发生。

●真实案例
　　2025年3月11日，某地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
员对一家电气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举报核查，该单位车间
员工李某某正在进行电焊作业，经现场询问及通过“特种作
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
台”发现李某某未按照规定经专门培训取得焊接与热切割特
种作业操作证，不具备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资格。执法
人员责令其立即停止作业，经立案调查并对该单位作出了行
政处罚。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 第 三 十 条 明

确，生产经营单位的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
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

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明确，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
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责令生产经营

单位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二十一
条明确，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1次。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二十六
条明确，再复审、延期复审仍不合格，或者未按期复审的，
特种作业操作证失效。
　　《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三条明确，特种
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
格，上岗作业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安全提示
　　特种作业人员工作过程中接触的危险因素较多，岗位危
险性远远大于普通岗位，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对作业人员本
人，而且会对他人和周围设施造成很大伤害。特种作业人员
依法持证上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
的明确要求。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特
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管理，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防范生
产安全事故。

　　●门票诈骗
　　骗子利用乐迷想见偶像、逛景点的急切心理，先以超低价吸
引受害人转账，收款后便“人间蒸发”。购票时一定要选择官方
渠道，不要因买不到门票而与陌生人私下交易。
　　典型案例：小王计划暑期去北京看某歌手的演唱会，因未抢
到门票，便在某二手平台搜索相关票务卖家。他添加了一家店铺
的QQ号，与对方约定以1299元的价格成交，随即扫描对方提供的
收款码完成付款。不料对方却称其账号异常导致银行卡冻结，要
求小王协助解冻。在对方的诱导下，小王将手机银行的登录账号
与密码告知对方，任由其在手机银行内操作。当小王再次登录自
己的手机银行时，发现银行卡内1万余元存款已被悉数转走。

　　●机票退改签诈骗
　　警惕骗子冒充航空公司，以航班延误需要改签为由，诱导填写银行
卡、验证码等信息。收到此类信息，可第一时间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核实。
　　典型案例：林女士接到一通境外来电，对方称其购买的机票因航空
公司原因延误，由于她购买了保险，可获赔300元。起初林女士半信半
疑，随后对方表示会用官方号码发送验证码。不久，她果然收到
“95539”（南航官方客服号码）发来的验证码，这让林女士打消了疑
虑。在对方的引导下，她下载安装了屏幕共享软件。接着，对方以其银
行卡流水不足为由，诱导她打开支付宝从借呗分两次借出9000元并转入
银行卡。因林女士手机一直开着屏幕共享，操作过程中竟被对方窃取了
银行账户信息，直到卡内9000元被转走，林女士才发觉遭遇诈骗。

　　●冒充公检法诈骗
　　假期在家上网，突然收到“公安系统”的消息，称“涉嫌违
法犯罪”，要求配合调查，千万别信。骗子会冒充公检法人员，
利用孩子的恐惧心理，诱骗其提供家长银行卡信息，进而实施
诈骗。
　　典型案例：学生小洋在抖音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用户。对方
自称某地公安，声称小洋账户信息遭到泄露，且被用于实施多起
诈骗，如果不配合调查，其家人将全部面临牢狱之灾。小洋听后
害怕极了，按照对方要求拿来爷爷的手机，并告知对方三张银行
卡卡号。随后，对方要求与小洋进行视频通话。在视频中，小洋
看到对方身着警服，这让她对其身份更加深信不疑，于是将收到
的验证码全部告知对方。不久，小洋陆续收到银行发来的扣款短
信，累计损失1万余元。

　　●刷单兼职诈骗
　　暑期，有些同学选择做兼职来赚取零花钱，但一定要警惕刷
单兼职诈骗。骗子通常以“高薪兼职”为诱饵，先给小额返利获
取信任，待受害人加大投入后便立刻“跑路”。找兼职请到正规
平台，不要相信任何“高回报”的信息。
　　典型案例：学生小月在小红书软件上刷到一条刷单兼职的帖
子，正巧她计划利用暑期时间做兼职，便添加了对方的QQ号。
小月在对方的指引下进行操作，在抖音商城拍下了10笔订单，共
计支付2000多元。接着商家进行虚拟发货，小月点击确认收货。
然而当小月以为自己能收到本金和佣金时，对方却以“交易失
败”为由要求继续刷单，此时小月才得知遭遇诈骗。

　　 ●游戏交易诈骗
　　  假期不少同学喜欢宅家打游戏，警惕诈骗分子

以高价收购游戏账号、装备等名义引诱受害人脱离
正规平台进行私下交易，再以“操作失误”
“账户异常”等理由要求支付注册费、解冻
费等费用，得手后立即拉黑受害人。
游戏账号交易一定要通过正规
平台进行。

　　典型案例：学生小雨在某二手平台挂售某手游账号，很快有买
家主动联系。对方以沟通不便为由要求转至QQ平台交谈，随后谎
称其账户信用分不足，需通过刷交易流水提升资质。随后，小雨
按对方要求下载“腾讯云音视频”软件，加入会议房间并开启了
屏幕共享功能，在抖音和淘宝平台购买了6张总价值2000元的京
东购物卡。由于全程开启屏幕共享，对方实时获取了小雨的银
行账号及密码。

　　●冒充同学诈骗
　　假期突然收到“同学”消息，称家人重病急需借钱，
不要轻信。骗子往往盗取受害人的QQ号、微信号，利用
同学之间的信任“借钱救急”进行诈骗。因此，线上收到
同学、朋友需要转账的消息，一定要记得核实身份。
　　典型案例：近日，学生小宣在QQ上收到“好
友”消息，对方称其堂妹突发车祸住院急需手
术，但是自己微信账号被限制无法转账，提
出将资金先转入小宣账户，再由小宣代为转
至其堂妹账户。小宣并未怀疑，提供了银行
卡号。不久，对方发来转账成功截图，称
因跨行转账需2小时到账，同时反复强
调手术紧迫性，催促小宣先行垫付。
小宣信以为真，扫描对方提供
的二维码支付了1000元。后
续钱款未到账，她致电
好友核实，才知对方
QQ号已被盗，小
宣这才意识
到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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