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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其核心是 “全面”， 即追求多领域协同发展、 不分地域、 不让一个人

掉队、 不断发展的全面小康； 其内容是 “五位一体”， 即建成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的全面小康， 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小康生活， 是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而小康社会，
则是我党苦苦奋斗、 孜孜追求、 一心想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种幸

福社会。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并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 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 为全国人民描画了今后的幸福生活，
这是全党的共同任务，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此， 特

推出 “共享小康生活” 系列读物， 旨在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自身素质，
共建小康社会， 共享小康生活。

要建成小康社会， 享受小康生活， 首先要过上平安健康的生活。
常常可以看到， 有些人和家庭因为安全或健康出了问题， 导致整个人

生和家庭都不幸， 因残疾而穷困， 因病痛而潦倒， 同时也给社会增加

了很大负担。 还有些人涉黄、 涉赌、 涉毒、 涉黑等， 有些人被骗、 被

盗、 被暴力侵害、 被传销坑害、 被邪教毒害等， 从此陷入人生和家庭

的不幸。 这些都与建成小康社会背道而驰。 小康生活就是要把 “平安

是福， 健康是金” 的理念转化为现实。 “共享小康生活” 之 “安全预

防与平安生活” 读本， 主要介绍交通出行、 用电用火、 网络生活、 运

动锻炼、 食品卫生、 疾病预防、 劳动防护、 黄赌毒黑、 社会治安及自

然灾害等方面的预防知识， 悉心告诫， 关怀备至， 是教导广大人民群

众安全每一天、 幸福每一刻的最好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 享受小康生活， 就要创造社会新风尚， 过上有

文化有品位的幸福生活。 常常可以看到， 有些人吃饱了、 穿暖了、 有

钱了， 但仍然过着封建的、 落后的、 愚昧的、 腐败的、 丑陋的生活，
这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 不是小康生活的内容。 小康生活包括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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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建设， 要体现出民风淳朴、 文化品位的时代新风貌。 “共享小康生

活” 之 “社会新风与文化生活” 读本， 主要介绍对联与文书写作、 谜

语与猜谜游戏、 岁时与节气知识、 民间剪纸与年画、 春节与除夕庆祝、
元宵节与灯会、 清明节与祭祀、 端午节与龙舟、 中秋节与赏月以及现

代婚丧喜庆等文化知识， 民风习俗、 节日庆祝， 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

相关， 是发扬传统、 建设时代文化的普及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 享受小康生活， 就要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 享

受高雅的休闲娱乐生活。 常常可以看到， 本来应该高雅享受的休闲娱

乐， 却被有些人搞得庸俗不堪和声色喧嚣， 有人有钱就任性， 有人得

势就放纵， 这最终都是腐败堕落的滑梯。 这些与小康生活是格格不入

的。 小康生活包括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兴趣爱好的培养。 “共享小康生

活” 之 “休闲娱乐与健康生活” 读本， 主要介绍歌咏、 器乐、 美术、
书法、 舞蹈、 口才、 曲艺、 戏剧、 表演、 游艺等知识， 是指导广大人

民群众培养休闲娱乐爱好的最佳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 享受小康生活， 就要养成文明的道德行为， 不

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常常可以看到旅游行程中诸如随地吐痰、 乱

写乱画等不文明的行为举止， 不仅国内有， 而且还有丢丑到国外的。
这些根本不是小康生活的具体表现。 小康生活包括行为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 “共享小康生活” 之 “文明行动与精神生活” 读本， 主

要介绍阅读、 科普、 健身、 娱乐、 游戏、 旅行、 环保、 收藏、 棋艺、
牌艺等内容， 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文明行为、 提高精神生活的最

优读本。
总之， 推出本套 “共享小康生活” 系列读物的目的， 是使广大人

民群众人人都投身建设小康生活， 成为小康社会的建设者， 也让广大

人民群众人人都能很好地享受小康生活， 成为小康生活的享受者， 实

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本套系列读物图文并茂、 通俗易读， 非常适合广大读者和有关单

位机构用以指导现代家庭、 社区以及新农村建设。 同时， 亦适合各级

图书馆收藏和陈列。

编　 　 者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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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常防骗常识



社会上诈骗的主要手段

诈骗，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

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由于它一般不使用暴力，
而是在一派平， 静甚至 “愉快” 的气氛下进行的， 受害者往往

会上当。 提防和惩治诈骗分子， 除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和法治

以外， 更主要的还是我们自身的谨慎防范和努力， 认清诈骗分

子的惯用伎俩， 以防止上当受骗。

假冒身份， 流窜作案

诈骗分子往往利用假名片、 假身份证与人进行交往， 有的

还利用捡到的身份证等在银行设立账号提取骗款。 骗子为了既

能骗得财物又不暴露马脚， 通常采用游击方式流窜作案， 财物

到手后立即逃离。 还有人以骗到的钱财、 名片、 身份证、 信誉

等为资本， 再去诈骗他人、 重复作案。

投其所好， 引诱上钩

一些诈骗分子往往利用年轻人急于就业和出国等心理， 投

其所好、 应其所急施展诡计而骗取财物。 某城市丁某为找工作，
经过人托人再托人后结识了自称与某公司经理儿媳妇有深交的

哥们儿何某， 何某称 “只要交 ８００ 元介绍费， 找工作没问题”，
谁知何某拿到了介绍费以后便无影无踪了。

真实身份， 虚假合同

利用假合同或无效合同诈骗的案件， 近几年有所增加。 一

些骗子利用年轻人经验少、 法律意识差、 急于赚钱补贴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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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 常以公司名义、 虚假的身份让他们为其推销产品， 事后

却不兑现诺言和酬金， 使年轻人上当受骗。 对于类似的案件，
由于事先没有完备的合同手续， 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往往时间

拖得很长， 花费了许多精力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借贷为名， 骗钱为实

有的骗子利用人们贪图便宜的心理， 以高利集资为诱饵，
使部分老人和年轻人上当受骗。 个别年轻人常以 “急于用钱”
为借口向其他人借钱， 然后却挥霍一空， 要债的追紧了就再向

别人借款补洞， 拖到最后不了了之。

以次充好， 恶意行骗

有些骗子利用有些人经验少又苛求物美价廉的特点， 上门

推销各种产品而使师生上当受骗。 更有一些到居民宿舍推销产

品的人， 一旦发现室内无人， 就会顺手牵羊、 溜之大吉。

假冒学生， 骗取银行卡

诈骗分子往往谎称要马上返校， 但银行卡被自动取款机吞

掉， 借用你的银行卡让其家人给其汇款等手法， 目的是借机窃

取密码， 并将银行卡调包， 分手后立即将银行卡上的钱取走。

骗取信任， 寻机作案

诈骗分子常利用一切机会与人们拉关系、 套近乎， 或表现

出相见恨晚而故作热情， 或表现得十分感慨以朋友相称， 骗取

信任后常寻机作案。
诈骗分子何某在火车上遇到了年轻人杨某。 于是， 何某便

热情地和杨某交谈了起来。 通过交谈， 何某摸清了该年轻人的

家庭和其他一些人的情况。
在何某得知杨某的好友李某的情况后， 他便返身到李某的

家乡， 通过花言巧语骗得了李某的信任后， 第二天一早， 将其

家洗劫一空， 而李某却因头天喝醉酒在蒙头大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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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诈骗的新花样

利用电话、 短信进行诈骗

犯罪分子利用年轻人防范意识不强的弱点发送 “点歌” “中

奖” 等诈骗短信骗取年轻人高额电话费。 更有甚者利用亲属与

年轻人联系不便的特点， 假冒身份、 编造假情况打电话或发短

信给亲属说年轻人发生车祸等意外事故， 必须马上汇钱救治以

达到诈骗的目的。

推销假冒伪劣产品

一些行骗者利用年轻人经验少又苛求物美价廉的特点， 推

销各种产品而使年轻人上当受骗。

以招聘为名诈骗中介费

犯罪分子利用部分年轻人急于找到工作或兼职的心理， 假

冒职业中介， 收取高额中介费。

以高回报为诱饵行骗

犯罪分子假冒公司经理， 宣称招聘公司代理， 利润丰厚，

并以与市场较大的差额与年轻人签订销售协议。 当年轻人交付

订金后， 方才发现货物有严重质量问题。 在有些地方， 还发生

过少数年轻人加入传销组织后， 又以欺骗方式将老乡、 同事骗

入传销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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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票证诈骗

谨防别人以代购车 （机） 票、 办理各种证件、 包车返乡等

为名行骗。

以伪装的特殊身份进行诈骗

此类犯罪分子多打着社会上的能人、 名流的幌子， 抬高自

己的身价， 吹嘘自己对找工作、 办事等 “完全有能力” 解决。

网络诈骗

诸如虚拟公司、 虚拟购物、 虚拟货币、 过关游戏、 网络中

奖等， 诱使年轻人进入圈套， 谨记 “馅饼” 即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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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的几种类型

涉案类诈骗

不法分子冒充公安局、 检察院、 法院工作人员， 以银行卡

欠费、 涉嫌洗黑钱或者账号被犯罪团伙利用为名， 打电话或发

短信诱骗、 恐吓当事人将资金转移至所谓的 “安全账户”， 再通

过网上银行将资金迅速转移， 从而诈骗钱财。

欠费类诈骗

骗子假冒电信运营商用语音电话联系当事人， 告知其电话

欠费。 当事人通过该语音电话询问时， 对方谎称其在某银行办

理的 １ 张信用卡拖欠电话费， 并要求对方向 “某某市公安局”

报案。 所谓的 “某某市公安局民警” 又谎称当事人 “身份证被

盗用、 银行卡需升级保护、 侦查办案需要”， 诱骗当事人说出银

行卡账号和密码， 转账骗走当事人银行卡上的存款。

消费类诈骗

骗子用手机群发短信， 称当事人在商场刷卡消费若干， 若

有疑问建议咨询所谓 “银联中心”， 并留下电话。 一旦回复电

话， 对方又谎称当事人的银联卡可能被盗刷， 然后提供所谓的

“某某市公安局” 报警电话。 当事人报警后， “某某市公安局民

警” 以 “保护当事人账户” 为由， 要求当事人到 ＡＴＭ 机上把银

行卡上存款转至指定 “安全” 账户， 骗走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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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类诈骗

骗子冒充有关机关工作人员打电话或发短信给当事人， 告

知其购买的汽车等高档商品可以退税， 要求当事人先交纳一笔

“手续费”。 随后， 又授意当事人在银行自动取款机上通过转账

方式交纳费用、 领取退税， 利用当事人不熟悉银行自动取款、

转账业务的弱点， 骗走银行卡上全部或部分资金。

中奖类诈骗

骗子用手机群发短信， 告知当事人中奖， 并要求当事人回

复某电话。 如果当事人回电话， 对方就编造各种理由， 让当事

人相信自己真的已经中奖了， 接着就以交纳所得税、 手续费等

为名， 要求当事人先将上述费用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等当事

人发觉不对， 已上当受骗。

贷款类诈骗

骗子以 “提供无担保、 低息贷款” 为诱饵， 发布虚假信息，

并留下联系电话。 当事人一旦回复电话， 对方则声称贷款需先

交部分利息， 当事人汇入其指定账户以后， 对方又陆续要求先

交纳 “还款保证金” “个人安全费” “车辆安全费” 等费用， 步

步下套， 骗取钱财。

救急类诈骗

骗子冒充当事人的单位领导、 老师、 医生和朋友等特定身

份， 打电话联系当事人， 以 “自己在外地发生车祸需花钱救人”

“子女在外遭绑架需交钱赎人” 等为名， 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骗取

钱财。

ＱＱ 号类诈骗

骗子盗用受害人好友或者亲人的 ＱＱ 号， 并主动要求和受害

人视频， 视频时， 该诈骗分子使用受害人好友或者亲人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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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受害人信任， 然后谎称家里有急事， 向受害人借钱， 受害

人因为看过视频在先， 又碍于面子， 于是将钱打入， 导致受骗。

短信类诈骗

骗子向手机群发短信称 “你的银行卡在××消费多少钱， 如

有疑问请与银行××电话联系” “爸妈， 我与朋友同居被公安抓

了， 请速去××银行打××元到×××卡上放人急用” 等虚假信息，

若你电话联系， 对方会设计一连串电话， 在取得你的信任后让

你将银行卡上钱汇入某一账号， 骗走你的钱。

总之， 骗子行骗的手段虽然层出不穷， 但只要我们不贪图

小便宜， 增强防骗意识， 不贪意外之财， 保持必要的清醒， 对

任何陌生人通过电话、 短信要求你或者家人进行银行转账、 汇

款的， 或为了提供安全账户保护你的存款的等信息， 都不要相

信， 防止受骗。 当收到类似的诈骗电话， 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案或向银行部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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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诈骗案

利用大公司客服号进行诈骗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２ 时许， 王某收到一条电信客服号 １００８６

发来的 “获赠 ３６０ 元话费” 的信息， 该信息还要求王某输入身

份证号码、 银行卡号、 密码。 王某未起疑心， 当下就输入了上

述资料。 虽然送的话费没有立即到账， 王某也没太放在心上。

８ 月 ２ 日 ２２ 时许， 王某的手机突然收到几十条信息， 其中

两条称其银行卡被扣款了， 分别是 ２０ 万元和 ３０ 万元。 王某的银

行卡一直带在身上， 密码也没告诉别人， 而他通过银行核查后，

发现卡内的 ５０ 万元已被转走。

无独有偶， ７ 月 ２８ 日下午， 另一名事主陈某在其工作的时

候收到一条移动客服号码发过来的短信， 短信里说有 ２１５ 元话费

相送。 陈某随后点击短信里的网页链接， 并按网页里的要求输

入了农业银行卡号码和密码。 到了 １８ 时许， 陈某收到银行发来

的支付信息， 随后到银行柜员机查询， 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人

分两次转走了 １ 万元。

大多数的事主上当受骗， 多是因为短信发自移动公司的公

号， 所以没有防备之心。 事后经核查， 移动公司并没有发出积

分兑换话费、 现金的信息。

那么这条诈骗短信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这是不法分子通过

伪基站等特殊设备， 冒用 １００８６、 １０００１ 等号码发送的。 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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