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租转让
农贸市场沿街店面转让
海口东山镇集贸市场沿街店面，开间4米，层
高3.5层，建筑面积216平方，4200元/m2，精
装修交付使用。电话:13907558591

欢 迎
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

本栏信息15元/行 每行12字，最多两行

欢迎个人刊登求职、家教等广告

广告热线：13876786958
以下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依据，如

有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恕不负责。

高空作业
◆吊篮出租、外墙清洗66666157

欢 迎欢 迎 在本栏目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刊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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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钱包能领“口罩补贴”？

海口人社局：谣言！
□记者刘兵

本报讯 近日，有微信群传出“国家补贴福
利有医保的，打开微信支付，点开医疗健康，然
后点查看福利，有现金补贴领！（是政府给的每
天口罩费）记得每天领取一次哟，可领至4月1
日前”的说法。

对此，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澄
清：该消息为谣言。所谓的“口罩补贴”仅仅是
微信绑定电子社保卡的奖励。

临高警方打掉2个“销
售”口罩等医疗物资诈骗团伙

破获63起诈骗案
□通讯员王海玥 记者畅凯

本报讯 近日，临高警方经过缜密侦查，打
掉2个“销售”口罩等医疗物资诈骗团伙，抓获
8名犯罪嫌疑人，破获63起利用疫情虚假销售
口罩的诈骗案件。

日前，临高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网上发
布售卖大量口罩的虚假广告实施诈骗。通过
侦查，2月15日12时许，办案民警在临高县红
华农场红专一队将犯罪嫌疑人陈某亮、李某建
抓获，现场从2名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机微信、
QQ等社交软件中提取查找到大量的犯罪证
据。经查，2名犯罪嫌疑人利用群众急需口罩
心理，在网上联系有购买意向的群众，发送虚假
照片和视频，待收到被害人转账钱款后随即将
被害人“拉黑”。2月19日，该团伙的成员李某
翔、李某文被抓获。经讯问，陈某亮、李某建对
其团伙实施的46起诈骗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月18日24时，临高公安局刑侦大队民
警在儋州市和庆镇马淹村抓获涉嫌实施口罩
诈骗嫌疑人林某山。经查，林某山在疫情防控
期间发现在网上有多名群众发布求购口罩信
息，随即使用其在非法渠道购买的使用他人身
份信息注册的微信、QQ等聊天软件与被害人
联系并取得信任，在收到汇款后便迅速“拉黑”
被害人。经审讯深挖，林某山对其所实施的多
起诈骗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涉及2个“销售”口罩等医疗物资诈
骗团伙的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畅凯

本报讯 近日，海口警方破获两起借疫
情以卖口罩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共抓获
8名嫌疑人，缴获一批手机、银行卡等涉案
物品。海口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
意识，购买口罩、酒精等防疫用品时，务必
到正规购物网站进行选购，不要直接向私
人账户转账，一旦发现被骗，要及时报警。

2月20日，海口龙华警方接到举报线
索称，某网络平台有人假借贩卖口罩的名
义实施诈骗。警方迅速出击，于当晚在海
口市龙华区某酒店将涉案嫌疑人林某航
抓获，并一同抓获郭某妹、王某欣、蔡某波
等3名嫌疑人。经了解，嫌疑人林某航因
好赌导致经济拮据，从而萌生以虚假贩卖
口罩为幌子进行诈骗的想法。

林某航在网上收集口罩销售相关图
片后，通过将图片编辑成视频发布到某自
媒体平台上进行宣传并实施诈骗。因被
举报，其收款的账号被冻结后，林某航转
而鼓动郭某妹、王某欣、蔡某波提供各自
的收款账号（支付二维码）共同实施诈骗，
并约定平分诈骗所得。

据统计，林某航等4人共计诈骗3000
余元，涉及受害人员7人。

2月17日上午，海口龙华警方接到关
于有人利用网络发布贩卖口罩虚假信息
及实施诈骗的举报线索，第一时间组织警

力开展分析研判并成功锁定嫌疑人。
当天11时许，民警在海口市龙华区滨

海大道某酒店内将嫌疑人蔡某宁、苏某
玺、苏某民、苏某洪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当场缴获作案手机6部，手机卡3张，
银行卡6张。

经查，犯罪嫌疑人蔡某宁经同村老乡
唐某聊天时得知疫情防控期间可以利用医
疗物资缺乏的时机，通过网络发布虚假贩
卖口罩信息，诱骗受害人通过电子支付的

方式购买，进行实施诈骗。在得知如何利
用口罩照片包装后进行虚假贩卖的方法
后，蔡某宁便去网上收集了包含口罩生产、
快递发货、经营许可等相应内容的视频与
图片，然后通过某自媒体平台散布虚假的
销售信息。在实施诈骗成功后，蔡某宁又
将诈骗技巧与心得分享给同村好友苏某
玺、苏某民、苏某洪等3人，并带领其三人
一起“赚钱”。截至目前，蔡某宁等4人共
计诈骗4000余元，涉及受害人员十余人。

被抓获的被抓获的44名犯罪嫌疑人名犯罪嫌疑人（（警方供图警方供图））

8种涉疫情诈骗伎俩 谨防上当
海口警方破获两起借疫情以卖口罩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抓获8名嫌疑人，提醒市民加强防范

1.虚假捐款诈骗
不法分子搭建虚假的捐款网站，以慈

善机构的名义发送欺诈短信，诱导公众点
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或木马病毒链接，造
成受骗者资金损失。
2.直播教育诈骗

近日，有不法分子通过班级QQ群、微
信群等软件假冒学校教师或班主任身份，
以延期开学和组织开展线上教学为由发布
诈骗信息，要求学生家长通过微信、支付宝
缴纳各项费用，致使多位家长上当受骗。
3.售卖口罩等物资类欺诈

疫情期间，由于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
资需求量大，不法分子便通过微信群、QQ
群发布高价虚假广告，诱骗客户向其转
账。一旦买家转账后，不法分子就会发送
其虚假快递订单号，当网民发现未收到货

并尝试与“卖家”联系时，往往会被拉黑。
4.虚假充值诈骗

疫情期间，游戏在线率高，为骗取玩
家钱财，不法分子打着“超低价”、“充值优
惠”的旗号，对虚假诈骗链接进行包装，然
后通过群聊、游戏聊天系统等途径发布，
待有玩家点击填写后盗取资金。
5.订单退款诈骗

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快递公司物
流时间调整，很多电商平台及其卖家延迟
了发货时间，部分客户因此提出退款申
请。不法分子针对这一情形以“订单退
款”为由主动联系客户，诱骗客户提供账
户信息、获取短信支付验证码，从而进行
盗取资金。
6.推销特效药诈骗

不法分子假冒政府部门、防治新冠肺

炎部门、药物研究（医疗）机构等，以拨打电
话、发送短信等方式进行推销，谎称有防疫
的“特效药”，诱导受害者前往钓鱼链接购
买，从而获取个人银行信息进行盗取资金。
7.火车票、机票诈骗

由于封城等原因，目前仍有很多人无
法返程，对此不法分子发送改签或退票短
信，诱导受害者点击病毒链接，或引导其
拨打虚假客户电话，要求提供银行卡账
号，密码及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从而盗取
受害者余额。
8.体检诈骗

不法分子主要在火车站、汽车站等人
员流动地方作案，他们不断地寻找着外来
人员，谎称由于目前肺炎病例增加，必须
经过检查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且要
求缴纳“体检费”。

海口警方披露疫情防控期间8类诈骗伎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