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4 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启
动 以 “ 警 惕 诈 骗 新 手 法 ， 不 做 电 诈 工 具
人”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
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切
实增强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从 2023 年至今年 5 月，全国共破获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 54.3 万起，抓获一大批违
法犯罪嫌疑人。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取得历史性成就，4.9 万名中国籍犯
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全国电信网络诈骗

发案数和损失金额均下降 30%，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同时，国家反诈中心累计推送预警劝
阻指令 4.2 亿条，公安机关见面劝阻 1477
万人次、拨打电话劝阻 3.1 亿次、发送劝
阻短信 2.3 亿条，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
电话 37 亿次、涉诈短信 29.6 亿条，封堵涉
诈域名网址 1161.9 万个，紧急拦截涉案资
金 4529 亿元。

（王晓峰 整理）

前段时间，象山公安成功破获一
起特大电诈案，端掉一个“网红孵化
基地”。经初步估算，案件涉及银行
流水高达 1.8 亿元。这是象山公安近
年来一次性出动警力最多、抓获人员
最多并且取得丰硕战果的反诈行动。

半年前，象山一女子玩短视频
时，发现有人主动加她为好友。对方
自称是“西南地区最大网红孵化基
地 ” 的 客 服 人 员 ， 说 是 只 需 交 499
元，就能提供无限量直播培训教材，
助她快速收获流量。

499 元的成本与成功后的收益相
比微不足道，并且对方还晒出了“学
员”获得高额收益的聊天记录，这名

女子决定一试，立马把钱打给了对
方。很快她就发现不对劲，因为自己
短视频账号新增的粉丝多为无用的

“僵尸粉”，且对方提供的视频素材质
量不高，极少能通过短视频平台的审
核，忙活了一个月，收益只有区区几
十元。

“客服”见此，又“贴心”地找
上门来推荐“升级服务”。就这样，
这 名 女 子 前 后 交 了 10 多 万 元 “ 学
费”，收益依然微薄，醒悟过来的她
选择了报警。

象山公安侦查发现，这是一个跨
省特大电信网络犯罪团伙。今年 2 月
26 日，象山公安组织 200 余名民警前

往外省开展收网行动，先后抓获犯罪
嫌疑人 130 余名。嫌疑人落网后供
认，所谓“西南地区最大网红孵化基
地”及“成功孵化百万粉丝网红”等
都是子虚乌有。

无独有偶，奉化公安去年破获的
特大“直播教学”电信网络诈骗案，
与象山公安侦破的这起大案相似，也
是打着“网红孵化”等旗号行骗，央
视对此案进行了专题报道。

去年 5 月 17 日，奉化公安受理一
起报警：一受害人被“引流”至某

“山寨”直播平台，后被骗 2990 元。
奉化公安侦查发现一长期盘踞于湖南
等地的涉案团伙，该团伙利用某短视

频平台“吸粉引流”，之后以虚假项
目为诱饵，以刷单形式制造短期获利
的假象，一步步诱导客户购买直播课
程，进而骗取培训费和大额运营费。

经过深入侦查，奉化公安还发现
全国多个公司化运营 的 诈 骗 窝 点 ，
通过专项行动，逐渐查清“直播教
学”骗局背后的 6 个犯罪团伙。在
公 安 部 统 一 部 署 下 ， 去 年 6 月 底 ，
奉 化 公 安 组 织 450 余 名 民 警 分赴全
国各地，与当地警方一同开展集中收
网行动，共捣毁诈骗窝点 11 个，抓
获犯罪嫌疑人 356 人，其中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163 人，涉案银行流水 1 亿
多元。

A 两起大案 均打“网红孵化”幌子

记 者 王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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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微信公众平台
率先公布整治“自媒体”
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动战
果，处置违规内容超4.2
万条，处置账号1464个。

今年4月下旬，中央
网信办发起为期两个月的
“清朗·整治‘自媒体’
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
动，重点整治“自媒体”
无底线造热点、蹭热点，
以及制造以假乱真、虚实
混杂的“信息陷阱”等突
出问题。

随后，微信公众平台
运营中心发布《关于过度
营销类内容的规范》，抖
音安全中心也发布《抖音
关于开展“同质化网络水
军”专项治理的公告》。
两大平台的整治内容中，
均涉及不当获取流量及利
用流量打“擦边球”的各
种行为。

在很多人眼里，流量
等同于金钱，一些短视频
带货主播靠流量“一夜暴
富”的“神话”，让其心
生羡慕，也想通过“自媒
体”来“淘金”。不过，
在“自媒体”赛道越来越
“卷”的当下，想快速获取
流量并成为“网红”并非
易事，无人指导难入门。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鱼龙混杂的“网红孵化”
行业随之出现。这当中，
还有不法分子打着“网红
孵化”的旗号行使诈骗手
段。

梳理这两起大案，可以发现这类
骗局有不少共同点。

在象山警方破获的案件中，不法
分子选择“猎物”是有讲究的。他们
精准筛选目标人物，获得当事人个
人信息并搭上线后，用“话术”诱
骗受害人入网。此案中，“客服”晒
出了“学员”成功“出圈”的聊天记
录，并且偷偷给受害人植入这样一个
概念——用 499 元的小钱博一下，万
一成功了呢？

只要受害人交了 499 元的第一笔
钱，接下来骗局就会一步步升级，各
种“高端服务”层出不穷，目的就是
掏空受害人的钱包。

“受害人交了 499 元后，发现对
方提供的‘服务’不给力，便去讨说
法，又被他们‘忽悠’，买了一堆‘升
级服务’。如果她在这个环节抵制住诱
惑，那骗局就进行不下去了。”办案民

警说，第二轮诈骗实施后，对于受害
人来说，“沉没成本”已处于高位，此
时要主动脱离骗局就难上加难了。

受害人遭遇的第三轮骗局更离
谱。“客服”让她加另一个企业微信
号，然后向她推介现成的高质量账
号，当然价格不菲。在受害人付款
后，不法分子继续巧立名目，直至对
方的钱包被榨干⋯⋯

而在奉化公安侦破的那起案件
中，不法分子同样利用“高端服务”
来精准“收割”。

第一步：从特定渠道购买公民信
息，精准筛选出有这方面需求的人
群，然后一对一联系，并将其“引
流”至自行搭建的诈骗直播平台，开
展“洗脑”教学。

第二步：不法分子在平台上虚构
身份，不断吹嘘自己通过直播带货获
得高额收益的经历，还称自己与大平

台有合作关系，可提供官方资源，有
保底收益项目，只要买下课程就能

“旱涝保收”。为了制造“逼真”效
果，还会有一大群“托”来捧场，激
起受害人购买课程的欲望。

第三步：受害人购买课程后，发
现货不对板，想要退款。这时“客
服”就会以违反合同条款、自身学习
不到位等理由进行拖延，或采取置之
不理的态度，甚至弃用实施诈骗的企
业微信号，直接将受害人拉黑。

如果受害人只是因为无法获利而
想要一个说法，骗子便推荐他们购买

“引流运营套餐”，即所谓的“高端服
务”，然后安排内部人员刷单，以此制
造短期内有高额盈利的假象，骗取受
害人支付尾款或继续投入相关费用。

“ 在 象 山 警 方 破 获 的 那 起 案 件
中，经过初步梳理排摸，有 300 余名
受害人来自宁波。而在全国范围内，

这样的受害人有 3.2 万人左右。在受
害人群体中，三成以上为缺乏经营经
验的中年女性，尤其是待业在家的
35 岁至 45 岁女性，她们一般有较强
的兼职需求，更易被骗。”宁波公安
相关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表示，警方接到过不
少涉及“网红孵化”的报警，难就难
在取证上。没有确凿的证据就难以立
案，因为警方很难判断，这到底是普
通的商业纠纷，还是诈骗案件。

“象山、奉化的两起案件能被认
定为诈骗案，是因为两案中不法分子
均是先精准筛选目标，‘吸粉引流’
后用虚假涨粉、制造虚假客户交易记
录来引诱受害人上当，再利用所谓的

‘高端服务’进一步牟利。在奉化警
方破获的那起案件中，不法分子试图
将诈骗伪装成一起商业纠纷，就是为
了逃避警方的打击。”该负责人说。

象山公安侦破特大电诈案的新闻
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教你带货，每天可以赚几百元
到 上 万 元 ， 但 要 你 交 1888 元 的 学
费，我遇到的这个应该也是吧？”

“我也是被骗了 4000 元，我希望
这些人受到法律的严惩。”

“几年前在广东打工，也网购了
几百元的课程，结果什么也没有学
到，学费也不退，最后不了了之。”

“之前交了很多钱，那个时候抱
着赚一点就可以的态度，后来赔进去
3 万多元。”

⋯⋯
从众多网友的留言中可以看出，

不少人有过类似的遭遇。
浙江泽大 （宁波） 律师事务所律

师徐丽红说：“有些不法分子就是利
用消费者轻松赚大钱的心理设局诈
骗。如果警方确认是诈骗的，那么对
方就可能涉嫌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等。但很多时候，对方的诈骗
意图不明显，证据也不充分，转为刑
事立案比较难。在这种情况下，消费

者只能自己提高警惕。”
事实上，不仅仅是“网红孵化”

这一行业存在乱象，诸如视频拍摄及
剪辑、摄影、配音等线上培训也存在
类似问题，最近大火的 AI培训同样如
此。微信公众平台运营中心发布的

《关于过度营销类内容的规范》，其中
要整治的一项内容就是：“以 AI 技术
等为噱头，宣扬可以批量生成或制造
爆款文章。但实际是通过夸大描述、
宣传与实际不符的收益或成果，诱导
用户购买相关课程或服务。”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高质量
的职业技能培训很有价值，但行业乱
象亟待治理，关键在于如何斩断不法
分子利用热门网络平台“浑水摸鱼”
的链条。

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沈飞
鹏建议，相关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
善，要明确各方权益及义务，可以尝

试建立专业的网络直播员职业教育及
认证体系，消费者购买课件前，先看
看授课老师有没有专业证书。此外，
也要落实正规“网红孵化”机构和相
关平台的责任承担机制，督促其强化
监管，堵住管理漏洞。

宁波公安也发布了相关提醒：
首先，观看直播时千万别让人

带了节奏。直播间里常有“托”混
入，其作用就是不断刺激你，让你
头脑一热就掏了腰包。在这个时
候，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分析和评
估教材的含金量，确定自己是否
真的需要。同时要选择正规途径
购买，了解相关合同及售后情
况，比如退款条款等。如果你已
购买相关教程，有“客服”推荐
你购买其他“升级服务”或“高
端服务”，就要万分警惕了。

其次，当前电信网络诈

骗的手段不断翻新，而且一环套一环，
稍有不慎就会“翻车”。所以，如果你
遇到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定要
保持平常心，先上网搜查一下，说不定
就有类似的案例可供借鉴。

B 是商业纠纷还是诈骗 案件定性是关键

C “网红孵化”争议多 行业乱象亟待治理

中宣部公安部联合开展
“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宁波民警赶赴外地，抓捕电诈嫌疑人。

新闻1+1

民警给年轻人上反诈课，重点介绍针对这一
群体的诈骗套路。

民警开展全民反诈宣传活动民警开展全民反诈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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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带货，每天可以赚几百元到上万元，但要你交学费

流量变现轻松赚钱？
小心落入电诈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