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浙皖警方拘1.3萬境外電騙幫兇
嫌疑人涉組織偷渡、轉賬洗錢等犯罪活動 公安部：續開展區域會戰力遏電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趙一存及中新社報道，隨着警方對港台

同胞被「賣豬仔」事件的深入調查，越來越多的境外詐騙集團勾

結境內不法分子的事件也被逐漸揭發。早前港台警方查獲有香港和台灣籍

人員充當詐騙集團幫兇，不惜以身試法的事件後，內地警方也重拳出擊，

首批於江蘇、浙江、安徽3省15市展開會戰，抓獲1.3萬名嫌疑人。這些

犯罪嫌疑人主要從事組織偷渡、引流推廣、技術開發、轉賬洗錢等各類涉

詐新型違法犯罪活動，是電信網絡詐騙黑灰產業鏈條上的重要環節。公安

部表示，未來將繼續組織開展華南片區、京津冀片區等區域會戰，一仗接

着一仗打，堅決遏制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多發高發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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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及時清剿涉詐犯罪窩點

◆江蘇南京警方在抓捕現場。 受訪者供圖

◆安徽合肥警方在清點涉案贓款。 受訪者供圖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當前，電信網
絡詐騙案件多發高發，犯罪形勢嚴峻

複雜。而由於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具有跨區
域、非接觸等特點，這些涉詐犯罪團夥關
聯的詐騙案件往往涉及多個地區，涉及黑
灰產業種類繁多，具有極強的隱秘性和社
會危害性。同時，犯罪團夥集中的地區也
極易滋生非法拘禁、聚眾鬥毆等違法犯罪
活動，成為當地社會治安的重大隱患，嚴
重影響社會秩序和民眾安全感。

組成「國家隊」集中打電騙
公安機關在工作中發現，詐騙分子雖大

部分藏匿在境外對中國民眾實施詐騙，但
均離不開境內涉詐新型違法犯罪團夥的支
持。此類犯罪團夥主要從事組織偷渡、引
流推廣、技術開發、轉賬洗錢等各類涉詐
新型違法犯罪活動，是電信網絡詐騙黑灰
產業鏈條上的重要環節。
公安部集合全國優勢資源，組織相關警
種部門和專業力量成立「國家隊」，採取
「定向研判、統一指揮、集中打擊」的模
式，在全國重點省市開展區域會戰，全面

打擊清理各類電信網絡詐騙新型違法犯罪
窩點和人員。

其他區域會戰亦將展開
公安部近日組織指揮江蘇、浙江、安徽3
省15市公安機關同步開展華東片區區域會
戰集中收網行動，成功抓獲各類涉詐違法
犯罪嫌疑人1.3萬名，搗毀犯罪窩點460餘
個，繳獲手機、電腦、「兩卡」等作案工
具1.4萬個（台），扣押涉案現金5,000餘
萬元人民幣、虛擬貨幣（USDT）88.5萬
個。
公安部稱，上述嫌疑人主要涉嫌推廣引

流、「跑分」洗錢（通過購買或借用銀行
卡幫助轉移贓款）、技術開發、買賣「兩
卡」（銀行卡和電話卡）等涉詐不法活動
的犯罪團夥，狠狠打擊了詐騙分子的囂張
氣焰。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公安機關將始

終保持嚴打高壓態勢，不斷創新打擊模
式，繼續組織開展華南片區、京津冀片區
等區域會戰，一仗接着一仗打，堅決遏制
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多發高發態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萍南寧報道）近期，
大量港台同胞被「賣豬仔」誘騙到東南亞國家，
使電信詐騙、反詐等話題也引發兩岸三地高度
關注。為了提高民眾的反詐意識，內地警方也
使出渾身解數，利用各種方式向民眾宣傳反詐
知識。廣西南寧良慶區蟠龍派出所的「女警花」
梁慧，更是基於電詐案件受害者數據，將宣傳
重心轉向更為容易被當作詐騙目標的30歲以下
的年輕人，並通過年輕人慣常接觸的奶茶或抖
音平台，宣傳反詐知識。
「大家都覺得反詐和年輕人沒關係，但實
際上，我們發生的很多新型詐騙案的受害者
恰恰就是『90 後』、『95 後』這樣的年輕
群體。」南寧市良慶區蟠龍派出所反詐民警
梁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我們轄區曾是
典型詐騙案高發的區域，根據分析轄區電信
詐騙的案例，和回訪受害人，我發現受害群
體大多數是『90 後』這個階段。」
梁慧是「巾幗先鋒隊」的一員，而保護好

轄區內民眾的「錢袋子」，防止民眾被典型
詐騙是先鋒隊的主要工作之一。

「反詐」奶茶受年輕人歡迎
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數據，電信詐騙

受騙用戶年齡集中在「 90 後」，佔比
63.7%，其次是「 80 後」佔比19.6%；而
「00」後受騙用戶佔比亦高於「60後」人
群。「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電信詐騙的手
段也在不斷變化。近幾年，電信詐騙已全面
進入『定制化腳本』時代，他們掌握着受害
者的隱私信息，再通過定制化的詐騙劇本實
施騙局，讓人防不勝防。」梁慧表示，「新
型詐騙難以偵破，詐騙手段也層出不窮，而
解決詐騙最好、就是防患於未然。所以我們
要加大宣傳，提升年輕群體的反詐意識。」
為向民眾展開反詐宣傳，梁慧制定了一系

列反詐宣傳方案。例如她與奶茶店合作推出
「聯名款」反詐奶茶。「來，嘗嘗我們這杯

『反詐奶茶』」，梁慧遞來一杯印有反詐標
語的奶茶。在奶茶的杯子上，貼有一張宣傳
單。上面不僅印有警察的卡通形象，還有例
如「全民反詐」「不聽不信不轉賬」的標
語，宣傳單的最下方，是「國家反詐中心」
App二維碼。這是公安部刑偵局開發的手機
應用程式，發布於2021年3月。程式內不僅
會實時更新最新詐騙手法，還能檢測來電是
否屬於電詐嫌疑電話，並及時給出預警。同
時還提供舉報和驗證功能，即使用者若識破
了詐騙電話，可在線實時舉報，或當使用者
對來電者身份存在疑慮時，可以通過在線驗
證的方式進行甄別，降低被騙的幾率。
和警方聯名的奶茶店「霸王茶姬」在南寧當

地小有名氣，而在其鬧市區的門店內，來來往
往的客人中，立在店中央寫着「全民反詐，天
下無詐」宣傳標語的立牌格外顯眼。香港文匯
報記者在店內看到有的年輕消費者看到立牌後，
甚至直接掏出手機掃碼下載反詐 App。
霸王茶姬新媒體總監韋龍介紹，目前該企

業旗下 60 家門店都在顯著位置擺放有反詐
宣傳的立牌，並且每賣出一杯奶茶，店員都
會提醒顧客掃描二維碼下載「國家反詐中心
App」。「我們還和蟠龍派出所聯合推出了
創意反詐宣傳短視頻8條，總播放量近700萬
次，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陣全民學反詐的
公益熱潮。」韋龍說道。
「現在很流行跨界聯名，沒想到奶茶竟然

和反詐搞起了聯名，這杯奶茶不僅能提神，
而且還很『醒腦』，長知識了呀！」南寧的
「90 後」消費者卜小姐自稱是「靠奶茶續
命」的「奶茶迷」，而第一次看到奶茶上的
宣傳標語，她就下載了反詐 App。「之前在
社交網絡上有很多關於電信詐騙的新聞，但
是都感覺離自己很遠，然後在喝奶茶的時候
看到了有關宣傳，覺得還是很有必要的。於
是我不僅自己下載了反詐App，我還回家給
父母的手機都安裝了。」和卜小姐一樣，買
奶茶「被種草」的消費者不在少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萍南寧
報道） 「梁警官，有兩個賬號冒
充集團領導，讓我們剛畢業的年輕
出納走非正規流程，轉賬97萬元
人民幣。」南寧市一家公司的財務
人員聯繫上梁慧，並給她發了幾張
截圖詢問。截圖中，騙徒們偽裝成
公司各級領導，拉了公司出納專門
組建一個聊天群組，以命令的形式
對涉世未深的出納「輪番轟炸」。
好在出納將視頻截圖發給了公司的
財務經理。而財務經理又是剛剛才
接受蟠龍區派出此前組織的一場反
詐培訓，發覺事有蹊蹺，於是將事
情反饋給了梁慧。也正是因此，這
家公司避免了將近百萬元人民幣的
損失。
為了向年輕群體宣傳反詐知識，

梁慧可謂是絞盡腦汁。而奶茶反電

騙取得預期宣傳效果後，梁慧也在
「跨界聯名」的路上越走越遠。梁
慧還聯合轄區內的銀行、酒店和商
舖等組成的反詐聯盟推出反詐主題
的口罩、充電寶等實用的生活用
品。這些物品本身即有極高的使用
性，依附在上的反詐宣傳，也能藉
此獲得更好的傳播。
此外，隨着創意市集在年輕人中
流行，梁慧和先鋒隊的隊員們還策
劃了「反詐集市」，在創意集市上
有反詐主題說唱、情景劇和改編歌
曲等貼合年輕群體喜好的反詐宣
傳。
「經過『巾幗先鋒隊』每個隊員
的努力，如今蟠龍轄區也終於摘掉
連續5次上榜南寧市電信詐騙案件
高發社區的『帽子』。」梁慧興奮
地說道。

南寧女警藉奶茶「反詐」 警企聯手反詐
生活用品做介質

掃碼看片

◆廣西南寧市良慶區蟠龍派出所反詐民警梁慧在奶茶店展示反詐奶茶。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廣西南寧市良慶區蟠龍派出所反詐民警梁慧在街頭宣傳反電信詐騙。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公安部刑偵局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偵
查處副處長郭威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
表示，公安部自去年以來對滯留在境外
尤其是重點地區和國家的人員開展教育
勸返工作，大量境外涉案人員被勸返回
國並被限制出境。
但據公安機關掌握的情報線索顯示，

這些人員並未收手，有的甚至重操舊業
繼續從事各類違法犯罪活動，為境外詐
騙團夥提供服務支撐。而這些境內團夥
為逃避打擊，甚至一天一轉移。他強調
未來公安部會繼續採取集中研判方式，
指導各地快查快打及時清剿當地的犯罪
窩點。
郭威表示，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犯罪鏈

條非常長，境外的犯罪團夥和境內的黑
灰產業團夥銜接緊密，分工明確。而境
內黑灰產業環節相互之間都是隔斷的，
彼此之間並無聯繫，但卻共同服務於一
個境外詐騙團夥上家。

郭威說，過往各地公安機關從本地案
件入手，只能依託自身的數據資源開展
偵查研判工作，但研判的線索散落在全
國，難以及時發現，容易使一些黑灰產
業窩點漏網。本次會戰則是一次創新。
由公安部集合全國的優勢資源，集中研
判、攻堅、打擊，實現對一地電信網絡
詐騙犯罪及關聯黑灰產業犯罪集中清
理。即便有部分被打擊對象不構成犯
罪，也能進行一次教育懲戒，避免其越
走越遠，淪為犯罪分子的幫兇。

25個單位聯手遏電騙
他表示，本次的打擊戰果，依託於國

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
作部際聯席會議機制。機制的25個成員
單位輸出線索、緊密配合，甚至一些互
聯網企業也主動參與進來。「如工信
部、網信辦、人民銀行。他們掌握的一
部分數據和國內頭部互聯網企業的資源
數據非常關鍵和重要，加上民眾主動投

訴的涉詐線索，我們拿過來集中研判，
然後把這些線索集中交辦給地方，由地
方對這些線索進行二次甄別研判，將之
分類分級。」

主動出擊捂緊百姓錢袋子
郭威說，中辦國辦早前出台了「加強

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工作意
見」，全國人大也正在加緊推動反電信
網絡詐騙法的出台。金融、通信和互聯
網的行業主管部門，如工信部成立了自
己的反詐中心，人民銀行也在組織反詐
中心，通過這種模式集中行業資源去提
前發現一些受害人的信息，發現一些犯
罪線索，及時主動地去阻斷去攔截犯
罪，以此捂緊人民群眾的錢袋子。
郭威表示，本次區域會戰模式各地要

主動學習，集中研判當地的電信網絡詐
騙及黑灰產犯罪窩點，可自行組織區域
會戰，一些省要組織各地市聯動，地市
要組織縣聯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