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在观看民俗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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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晚， 寿县古城东门外彩灯齐放、 璀璨夺
目， 上万民众兴高采烈地赏花灯、 看演出， 庆贺寿州
古城游客集散中心运行暨寿州古城 2023 民俗年货节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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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集散中心西北方向 500米即是古城东门。

特色灯光秀吸引四方宾客。 古城百姓有了一处晚间休闲游玩的场所。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上接一版） 在农历兔年， 希望全
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像动如脱兔
般奋跃而上、 飞速奔跑， 在各行各
业竞展风流、 尽显风采。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 国家监委 、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政协 、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老同志出席团

拜会。
参加团拜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

群各部门及北京市负责同志， 各民
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 离退休老同志代
表， 著名专家学者及首都各界人士
代表。 文艺工作者在团拜会上表演
了精彩的节目。

广开言路听取意见建议
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

（上接一版） 要增进发展的幸福感，
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落
脚点， 找准工作关键点、 切入点，
重项目、 重发展、 重变化， 让干部
群众切实感受到新气象、 新成效。
要汇聚发展的正能量， 立足岗位、

立足企业、 立足自身， 讲好淮南故
事， 传递淮南好声音， 树立淮南好
形象， 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正能
量，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淮南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周 玲）

过年期间当心这些诈骗新套路
日前，国家反诈中心、工信部反诈中

心发出提醒，春节期间是电信网络诈骗等
各类诈骗违法犯罪行为高发期。 当前，有
哪些诈骗新套路应当特别警惕？ 大家如何
加强防范？ 新华社记者采访多位专业人
士，请他们为大家的钱袋子“保驾护航”。

套路一：“ETC 到期”骗局
记者险些被骗

春节期间， 不少人选择自驾返乡、游
玩，近期高发的 “ETC 到期 ”骗局值得车
主们高度警惕。

日前，记者收到一条短信，提醒记者
的车辆 ETC 设备已经停用， 需点击短信
上附带的链接重新登录网站进行身份验
证后，才能继续使用。 记者点开短信附带
链接后察觉异常， 随即向公安机关致电，
得知这是一种新型诈骗套路。 民警告诉记
者，受此套路所骗人数不少，有受害人点
开链接进行操作后被骗走 3000 元。

“此类骗局迷惑性比较强。 ”北京市公

安局通州分局反诈民警谭喆说，不法分子
以 “ETC 中心”“交管局”“高速中心”“车
管所”等大众通常不大熟悉的机构名义发
送短信骗取当事人信任，再通过附带于短
信中的非法链接将受害人引入其用来鱼
目混珠的山寨“官方平台”，诱骗车主在山
寨网站输入银行卡号、密码、身份信息及
电话号码等信息。 “这些关键信息被不法
分子骗取后，受害人的钱财也就被装进了
不法分子的口袋。 ”

套路二 ：“发红包 ” 骗局
贪小便宜易受骗

春节期间，在各种群聊中“抢红包”沾
喜气，已为大家喜闻乐见。 但也有一些人
因贪小便宜，落入不法分子的“陷阱”。

据北京警方介绍，有不法分子冒充快
递员身份添加了受害人李某微信，随后将
其“拉”进一个微信群。李某因在该群中常
能抢到“红包”而放松了警惕。 一段时间
后，有陌生人开始添加李某微信，向他推

荐投资理财、网络赌博平台等，并以“包赚
不赔”的许诺进行引诱。 尝到几次甜头的
李某信以为真、不再有疑，开始不断加大
资金投入，最终被骗走上万元。

反诈民警介绍，以“发红包”为引流手
段实施诈骗的，虽然聊天群里发的是真红
包，但数额很小，不法分子会把热衷于“抢
红包”的人视作“爱贪小便宜且平时事不
多”、可进一步引诱的对象，而其推荐的所
谓投资理财或赌博平台也都是在不法分
子的操控下“宰割”受害人的陷阱。

此外，记者发现还有一类引诱当事人
点击注册的“红包链接”骗局，此套路或是
诱骗受害人填写个人信息，骗取其隐私数
据；或是在受害人手机中植入木马，便于
不法分子后台操控牟利。

套路三：“网游代练” 骗局
专业套路游戏迷

过年放假玩网游“练级刷装备”是不
少年轻人的选择。 游戏迷蒋某在观看游戏

网络直播时加入了一位游戏主播的“粉丝
群”。该主播经常发布“代练上分”广告。一
次，蒋某购买了游戏代练服务，并将自己
的游戏账号密码告知该主播。 随后，主播
联系蒋某，称其游戏账号因被官方检测到
多人登录封禁，自己认识游戏公司内部工
作人员， 需要缴纳一定的手续费进行解
封。 蒋某信以为真，向该主播微信转账 2
万多元。

然而一段时间过去了，蒋某发现其账
号一直未被解封。 他要求主播退钱却被对
方拉黑并被移出粉丝群。 记者从北京海淀
区法院了解到，该案中，主播何某多次利
用类似手段骗取 8 名受害人近 9 万元。

该案主审法官提醒，还有些不法分子
在获知受害人游戏账号密码后盗取其微
信号、QQ 号， 假装受害人本人诈骗其亲
友钱财。 春节假期期间，年轻人群要注意
防范不法分子打着“网游代练”幌子，以收
取“解封手续费”“内部操作”等名义诈骗。
“即使是正常交易 ，也要注意留存证据 ，
如截取双方聊天记录 、 汇款转账记录 、
游戏账号异地登陆 IP 信息等， 保护自己
合法权利。” （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记者 鲁 畅 吴文诩 马晓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