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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
案例

“支教女幼师”隔网放饵
男子陷“红包游戏”被骗逾万元

类似小谌遭遇的微信交友类诈

骗其实并不新鲜，近年来已多次被媒

体曝光，只是内容形式稍有不同，但

隐藏在“女神”形象背后的多是“抠脚

大汉”。

2018 年 3 月，市民冯先生通过

“陌陌”社交软件认识了“美女空

姐”，网恋两个月被骗16万，最后发

现“美女空姐”真身竟是个20岁的小

伙子。今年1月14日，深圳市公安局

通报称，在河北和广东佛山警方的支

持配合下，深圳警方于近日打掉一个

跨省“传销式”网络交友诈骗团伙，刑

事拘留涉案团伙成员60人，

尽管方式剧本层出不穷，但多数

骗局都离不开“博取好感后线上索

要钱财”这一套路。前不久，通过

社交媒体以交友为幌子，推销茶叶

实施诈骗的“茶叶妹”骗局也在社

交媒体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上传

了自己“调戏”骗子的微信聊天截

图。但在博他人一乐的同时，也有

网友担忧，随着所谓诈骗话术的不

断发展，网络交友类诈骗正逐渐从

点向面发展，即由“单打独斗”演变为

团伙作案。

虽然在部分网友眼中，这些骗术

漏洞百出，但对于缺乏网络交友经验

的年轻人而言，类似的“糖衣炮弹”却

屡试不爽。前述浦东一案中的受害

者小谌就表示，自己在受骗前从未有

过网络交友经验，“都是朋友介绍当

面认识的。”而骗局中女子支教老师

的身份则迅速瓦解了他的戒心。“她

做支教的时候跟我借过一次钱，有过

一点怀疑。但事后来看到她发给我

的视频、音频又不怀疑了。”

针对这一现象，世纪佳缘情感专

家张老师指出，“假支教真骗捐”主要

是利用“爱心捐赠”让受害人不太容

易拒绝，受害人往往因为善良、有爱

心或抹不开面子等原因受骗，再往前

一些的诸如卖茶叶、花篮托这种，差

不多形式的诈骗已经存在很多年了，

从电信平台到互联网平台都时有发

生。实质就是，罪犯更多利用受害人

贪图利益（财、色）的心理循循善诱，

利用互联网社交平台展示诱饵，放长

线钓大鱼。

那如何提防此类案件的发生

呢？张老师认为，在婚恋交友中，切

莫轻信对方声称的条件，要以实际

沟通中掌握的信息为准，罪犯往往

把自己包装成白富美、海归、高管等

高素质群体让受害者更容易上钩。

其次，在没有取得深层次了解的时

候，切莫与相亲对象有财物上的往

来，要明白刚认识就和你谈财物的

人多半动机不纯。他建议，青年人

可以在网络交友平台上查看详细的

案例介绍和识别骗术的方法，增强鉴

别骗术的能力。

刚认识就谈钱多半动机不纯
上网多学学识别骗术的方法

浦东警方捣毁一网络交友诈骗团伙 诈骗手段堪称“精益求精”

请对“网络女神”捂紧你的钱包
从“茶叶妹”到“支教女”，网络交友诈骗的剧本一变再变，面对骗子

定期更新的朋友圈，发布的照片、视频，年轻男女屡屡陷入骗局，殊不知
这只是犯罪团伙出品的又一个“女神样板”。近日，浦东公安分局破获
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捣毁29人的诈骗团伙。而在这起诈骗案的背
后，精确到分钟的诈骗话术、流水线般的诈骗套路所折射出的正是一个
网络交友诈骗不断“团伙化”的缩影。 青年报记者 钟雷

受访者供图

去年11月10日，在航头镇经营
一家理发店的小谌收到一条微信好
友申请。因为平时都与客户通过微
信联系，小谌以为有客户上门，便添
加对方为好友。

“你是学生的家长吗？”出乎小谌意
料的是，这个昵称为“心悦雨林”的“女
生”似乎把自己认作了其他人。“我不是
学生的家长。”他随即澄清身份。但随
后对方表示，加错也是缘分，并与小谌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小谌这才获悉，原
来对方是一名“幼师”，正在云南支教。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对方不时给
小谌发来一些其为山区的孩子上课
的视频，在朋友圈中也常常晒出品尝
云南美食、观赏景点、与孩子们玩耍
以及被蚊虫叮咬的照片视频，俨然把
自己包装成一名“高颜值的支教女幼
师”。经过十多天的接触，小谌渐渐
倾心于这位未曾谋面的网友。

12月1日，另一个昵称为“芒果女
孩”的微信账号找上了小谌，其自称是

“心悦雨林”本人，但因原先的账号被
男友拿回去用了，自己只得注册新账
号联系小谌。对方同时还发语音向小
谌哭诉男友对其不好。此后，小谌与

“芒果女孩”的联络日益密切，到了12
月7日，“芒果女孩”以过生日为由，向
其索要红包。小谌先后向对方转账10
元、20元、50元、200元，但对方均未领
取。小谌以为对方讨红包只是为了验
证自己真心而玩的恋爱游戏，随即主
动提出是不是要发1314元的大红包，
几番来去，他最终向对方转账6666元。

但这次转账却被对方立即领取，
随后“芒果女孩”又接连领取了之前
的所有转账，并在一天后将小谌拉
黑。小谌转给对方的13000余元也
随之被卷走。小谌这才意识到受骗，
前往派出所报案。

民警梳理相关信息后，追根溯
源，锁定了以嫌疑人鄢某为首的诈骗
团伙，后又马不停蹄赶到900公里以
外的湖南省长沙市实地走访排摸。经
过周全的部署，民警成功在一商务楼
内抓获鄢某等29名嫌疑人。至案发，
该犯罪团伙共向14000余名被害人发
送过诈骗聊天信息，公安机关查扣涉
案手机85部。日前，浦东新区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28名冒充美女教
师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批
准逮捕，一人因怀孕取保候审。

通过警方缴获的作案手机，记者
发现，每个手机号对应一个微信号，
微信名统一设置为“柠檬之夏”或“浅
夏微凉”，每个微信号都添加了六七
百名好友。据警方介绍，由于该团伙
在不久前更新了“剧本”，因此“芒果
女孩”等昵称已被新剧本中的角色所
取代。去年10月以来，该团伙分工
合作，在微信上冒充海南幼儿园美女
教师结交男性网友，以失恋、支教博
取对方同情，继而索要财物实施诈
骗。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累计
骗取逾50万元。

除了广撒网之外，真正让众多年
轻男性沦陷在“爱情旋涡”中的，则是
该犯罪团伙准备的一套完整的诈骗
话术。从以“认错人”作为搭讪由头，
到逐步引出各种故事拉近关系，最后
借过生日索要礼物的名义“割韭菜”。
其间使用的图片、视频均为网络素材，
语音则由女性“业务员”录制。

记者在涉案手机的微信聊天记
录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对每一位聊天
对象都进行了详实的备注：“云南家
装”、“福州工程”、“无业”、“山西开面
馆”……除了备注工作及地址外，犯
罪嫌疑人还会根据剧本进度的不同
为目标对象设置不同标记。“A1代表
是第一天刚加的人，A2代表是已经加
了两天了。AT代表剧情发展到我生
病了，要对方提醒自己吃药。GT则
是我在‘失恋’后主动关心我的人。”

据团伙成员鄢某某介绍，整个剧本分
为“排疑”“生病”“失恋”“飞云南支
教”“过生日”几个部分，每一个部分
都有一套详实的剧本话术作为支撑。

“以失恋为例，群发出哭的语音
后，两小时内不要回复对方，两小时
后看，如果对方回复4条以上，就代
表特别关心我，有70%的几率已经获
取对方信任。”记者还注意到，犯罪嫌
疑人设定的话术中，除了语句内容
外，对每条朋友圈、每张图片的发布顺
序及时间均有严格规定，并对受骗者
可能提出的问题预设了答案。例如，
话术要求，在发布准备前往云南的朋
友圈后，如果有人询问，则回复“闺蜜
已经帮我把机票买好了，去云南”；遇
到对方邀请自己去玩，则回复“国庆
去”。此外，在发送长段落语句时，为
了避免对方起疑，话术还会提醒“业务
员”等15分钟后才能发送。有时当剧
本人物心情低落时，话术则提醒某一
时间段不要回复任何信息。话术中
甚至还强调，在发布行程时，要查询当
天机票信息确保时间吻合真实情况。

鄢某某表示，自己在工作中基本
就是“机器人”的角色，基本不用看受
骗者的回复内容，只需要照搬剧本话
术便可完成骗局。“如果对方提出要
视频，就拒绝，实在不行就同意语音
通话，让女业务员客串一下。”据他介
绍，每个剧本诈骗周期为27天左右，
得手后便拉黑对方。

[专家支招]
揭秘
流程

精心创作多部“剧本杀”
诈骗话术精确至发送时间

警方抓捕现场。

“网络女神”的真身。

犯罪嫌疑人使用的网络照片。

犯罪嫌疑人按诈骗进度标注聊天
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