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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共筑反诈安全网

向电信网络诈骗说“不”
第117期上党文化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 8月3日上午9时，2024年
度上党文化大讲堂第5场、总第117期
在潞州区图书馆五楼报告厅开讲。长
治市公安局网侦支队大队长秦伟以
《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为题进行专
场讲座。

本期大讲堂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
公安局轮值承办。主讲嘉宾秦伟多年
来奋战在反诈打击战线，是全市公安机
关的反诈“尖兵”，自2006年入警以来，

他曾直接参与破获大要案件60余起。
同时，多次在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党
校、银行、学校等部门开展反诈宣讲工
作，被团市委评为“青年讲师”，先后荣
立三等功两次、嘉奖七次。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在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不少
隐患，其中，层出不穷的电信网络诈骗
手段严重威胁着群众的“钱袋子”。本

期讲座中，秦伟从“什么是电信网络诈
骗”入手，讲述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发展
过程、实施步骤，并结合实际案例和反
诈宣传短视频，深入分析了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的实施手段。面对针对不同人
群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秦伟给出了
7个反诈“绝招”。他讲道，在面临紧急
或看似诱人的情况时，不要轻易被情绪
左右，尽可能冷静分析事情的合理性和
逻辑性，及时向他人或公安机关求助，

谨防造成个人信息泄露或钱财损失。
讲座当天，潞州区图书馆五楼报告

厅座无虚席，观众认真聆听、仔细记录。
互动环节中，秦伟针对现场观众的提问
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秦伟呼吁大
家，在提升自身反诈防诈意识和能力的
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反诈宣传活动，形成

“人人防范，人人参与”的全民反诈局面，
共同筑起电信网络安全防护网。

（黄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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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伟以《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为题做专场讲座。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8月3日，2024年度上党文化大讲
堂第5场、总第117期在潞州区图书馆
五楼报告厅开讲。长治市公安局网侦
支队大队长秦伟以《如何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为题做了专场讲座。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频发，严重侵害了群众
的财产安全。如何快速辨别电信网
络诈骗？反诈有哪些锦囊妙计？我
们能为反诈工作做些什么？讲座结
束后，记者对主讲嘉宾秦伟进行了独
家专访。

1818年坚定反诈年坚定反诈

记者（以下简称“记”）：秦队长您
好，首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讲述。讲
座中，您结合实际案例，给我们深入讲
解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内容。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反诈工作
的？在此过程中，有哪些心得呢？

秦伟（以下简称“秦”）：我 2006 年
入警，在刑警支队工作，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就属于刑事案件，在我的工作范
畴内。电信网络诈骗开始大量出现是
在2008年，当时还只是定义为诈骗，后
来又叫做电信诈骗，直到 2022 年 12 月
1日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才将此类诈骗统称为

“电信网络诈骗”。可以说，我入警以
来，一直从事反诈工作。

反诈是一项充满挑战、极具意义
的任务。过程中，让我深刻认识到诈
骗手段的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特点，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和持续学习的能力，不断更新知识储
备，以应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在
与受害者的接触中，我看到诈骗带来
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有心理
和精神上的创伤，这也让我更加坚定
了打击诈骗犯罪的决心。当然，团队
协作在反诈工作中至关重要，反诈不
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需要公安、金
融、通信等多个部门的密切配合。只
有形成强大的合力，才能有效地遏制
诈骗犯罪的蔓延，为社会营造一个更
加安全、和谐的环境。

记：在多年的反诈工作中，哪些经
历让您印象深刻？

秦：从事反诈工作，见过太多的懊
悔，也收到过很多感谢。近期，咱们长
治发生了几起冒充领导诈骗会计人员
的大额案件。其中一起就是某公司会
计收到了一条“董事长”发来的转款信

息，当时他没有过多思考，直接就将

100万元转给了对方。转款后，该会计

反应过来，信息中的口吻和董事长平

时的语言习惯不一样，他就立即向董

事长核实情况，发现被骗，立即报了

案。我们第一时间对犯罪分子的银行

卡进行了止付，因为报案和止付及时，

这100万元全部追了回来，前后不到一

天时间。为受害者把大额钱财追回，

我和同事们都很有成就感。

除此之外，难忘的经历还有很多，

我的手机里一直保留着2013年至今的

感谢短信，“警察叔叔，感谢您把我的

钱追回来。”“秦警官，谢谢你的及时劝

阻……”这些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提升反诈能力提升反诈能力

记：常见的反诈宣传形式有哪些，
结合本地实际，您认为哪些方法比较
奏效？

秦：反诈宣传形式多种多样，总体
来说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全方位开
展反诈宣传。线上主要包括直播、发
布反诈宣传短视频、推送反诈宣传文
章等形式；线下就是在人流密集的场
所发放宣传页、针对不同人群组织讲
座、将反诈知识融入小游戏等开展互
动式主题宣传活动。

从近年来我们开展的各类反诈宣
传活动来看，拍摄一些群众爱看的短
视频或者举办大家乐于参与的趣味活
动，相较于传统方式所取得的效果是
比较好的，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寓教于
乐”，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就能学到反
诈知识。

记：如何快速辨别电信网络诈
骗？您给我们分享几个锦囊妙计。

秦：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很多，
辨别之前大家先要熟悉常见的电信网
络诈骗手段，如冒充执法人员、刷单返
利、虚假投资理财等。下面就给大家
分享7个反诈“绝招”：

1. 警惕陌生来电和短信。对于
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或打来的电话，
尤其是涉及钱财、个人信息等隐私内
容的，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轻易相信
所谓的“中奖”“优惠”“紧急情况”等
说辞；

2. 核实身份信息。如果对方自称
是某机构、单位或个人，要求您提供个
人信息或进行资金操作，务必通过官
方渠道核实其身份，不要仅凭对方的
言语就轻易相信；

3.不随意点击链接。陌生短信、邮
件中的链接不要轻易点击，很可能会
导致使用设备被植入病毒或陷入钓鱼
网站，从而泄露个人信息或造成财产
损失；

4.拒绝不合理要求。凡是要求进
行不合理的转账、汇款、提供密码、验
证码等操作的，大概率是诈骗，正规
机构不会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个人重要
信息；

5. 保持冷静思考。在面临紧急或
看似诱人的情况时，不要被情绪左右，
冷静分析事情的合理性和逻辑性；

6. 多方求证。对于重要的信息和
决策，向家人、朋友或专业人士咨询，
听取多方意见，避免因一时冲动而上
当受骗；

7. 保护个人信息。不随意在不可
信的网站或平台上填写个人信息，注
意保护好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密码
等重要信息。

另外，大家也可以搜索“八个凡
是”“48 种诈骗套路”以及下载国家反
诈中心APP等学习反诈知识。

人人参与反诈人人参与反诈

记：您认为普通民众能为反诈工
作做些什么？

秦：首先，大家要牢固树立防诈骗
意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注意保
护个人信息，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其次，要积极向身边的亲友宣传防范
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知识，通过拓展社
会宣传覆盖面，提升全社会对电信网
络诈骗的认识和防范能力；最后，大家
还应拒不参与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
活动，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

记：只有坚持打防并举、防范为
先、全民参与、从我做起，才能筑牢防
诈反诈的坚实堤坝，保护广大群众的
财产安全。再次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