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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发现
新物种“龙陵秋海棠”

新华社电 全球秋海棠属家族的
“物种户口簿”上又添新成员，在云南发
现的“龙陵秋海棠”被认定为新物种。

这是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获得的消息。
2021年9月，该园科考队在云南省保
山市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进
行野外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种未
知的秋海棠属植物。

团队依据秋海棠属最新分类，
对该物种进行了研究、比对、分析，
发现它隶属秋海棠科秋海棠属，为
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生长在小黑
山保护区常绿阔叶林林下，花期一
般在每年的 8月至 9月，黄色的花蕊
形似祥云图案，花瓣为淡粉色。

“该物种与文山秋海棠形态近
似，但从花型、果实形态等特征上
看，有明显的可辨识差异。”全程参
与了野外调查和物种鉴定工作的中
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助理工程
师丁洪波说。

据了解，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
度加大，今年 1月，此类案件发案量
已开始大幅下降。

受访公安民警表示，虚假征信诈
骗案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诈骗团伙
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更为精准，实施
诈骗的目的性更强。多名民警表示，
这反映购物订单信息被泄露的风险较
大，既有可能出现在快递物流环节，也
有可能是从互联网电商平台流出。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系统安全
防护滞后等原因，互联网企业、电商

平台等储存的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
窃取、泄露和滥用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些信息通过境外网站等平台进行
非法交易，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谢风建等民警提示，公民需进一
步增强反诈防骗意识，遇到陌生电话
自称为“某某金融客服”时，不可轻信
对方，可以自行通过平台官方渠道进
行核实；在与客服交流期间，拒绝加
好友、下软件、开视频，只要对方提到
转账、保证金、手续费、安全账户等与
资金有关词汇，直接挂掉电话。

新华社电 贵州被誉为
“中国桥梁博物馆”。世界高
桥前100名中，近一半在贵州。

在 VR视角之下，座座高
桥宛如纽带，跨越深邃的峡
谷、沟壑，将纵横的群山紧密
相连。

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
支撑的省份，贵州已建和在建
的桥梁近3万座。一座座架设
在高山峡谷间的世界级大桥，
让“地无三里平”的贵州铺就
畅行无阻的高速网络，变成了
通江达海的“高速平原”。

一个电话就骗走20余万元
虚假征信类诈骗要当心

新华社电 日前，福建省福州市反诈骗中心接到市民阮某某报警，他接到自称支付宝客服的来电，称要为其
解决花呗信用问题。听信对方话术的阮某某按照电话里的引导，将22.8万元欠款转账到指定账户，之后才意识
到自己被骗。记者调查发现，近几个月以来，诈骗团伙冒充金融平台客服人员，以帮助消除不良征信为名实施的
虚假征信类诈骗案件数量，一度出现激增。公安部门提醒，公众接到此类电话需提高警惕。

虚假征信类诈骗案件激增
前不久，福建漳州市民林女士

接到诈骗电话，对方以清偿京东白
条欠款为由，将林女士引导到其他
贷款平台借款，并将14万元借款转
账至诈骗账户。漳州市反诈骗中心
接警后及时止付，5分钟内将 14万
元拦截。

“大量诈骗分子伪装成金融平
台客服等身份，声称信用贷款账户
存在违规额度，或称不注销可能影
响个人征信，诱导受害者按照他们
设定好的套路进行操作，诱骗受害
者将资金转入诈骗账户。”福州市公
安局民警饶露明说。

福州、泉州、莆田等多地公安
民警表示，去年七八月以来，以京
东白条、支付宝花呗、校园贷等名
义实施虚假征信类诈骗案件量激
增。以福州市鼓楼区为例，此类
案件占电信诈骗类警情的比例，
从去年 8月的约 8％增长到去年
11月的约 20％。

莆田市公安局民警谢风建介绍，
虚假征信诈骗案件的典型“剧本”是：
利用固定电话冒充金融平台客服来
电，告知受害人不抓紧时间还款或注
销账户会影响个人征信，吸引受害人
下载App并在借贷平台贷款，诱导受
害人取出贷款并转到诈骗账户。

“虚假征信诈骗就是诈骗团伙
重新整合话术、上下游黑灰产、洗钱
通道等作案环节，利用人们重视征
信的心理特点而设计的新圈套。”多
地公安民警说。

诈骗手段不断升级
去年11月，福州某中学教师陈某

接到自称是京东客服的电话，称如果
不解绑京东白条会影响征信，并发来
一个网络链接。陈某点开链接后进入
自称是银联客服的对话框，按照对方
引导从指定的贷款平台借出26万元钱
款，再汇入诈骗团伙指定的银行账户。

陈某说，由于自己确实是京东白条
用户，所以接到电话后就相信了对方。
因为很看重个人征信，很快就被带入陷
阱，钱款转账出去后意识到被骗了。

利用“区号＋座机号码”等固定
电话作案，是虚假征信诈骗的另一
特点。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民警
苏景泉说，此前诈骗案件中，不法分
子一般通过虚拟手机号、“95”号段
号码、“＋”或“00”开头的境外号码
等外拨电话。相较这些传统方式，
很多受害者看到是固话来电，就对
对方的金融客服身份信以为真，欺

骗性、隐蔽性大大增强，近期已侦破
多起此类案件。

警方在一起案件中查明，有通信
运营商的内部装线工使用他人信息
代开宽带，并获得对应的固话号码。
开通后，境外诈骗团伙人员指挥境内
人员购买光猫、网关等通信设备，通
过互联网使用远程操控软件，以固定
电话号码外呼受害人，一个电话号码
一天拨打量超过1000次。

不法分子实施诈骗日趋科技化、
精准化，受害人一旦上钩极易“入
坑”。多起案件中，诈骗分子引导受害
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App，远
程指导并观看受害人的操作。在公安
部刑侦局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江
苏的吴先生接到自称某平台工作人员
电话，按要求下载了有屏幕共享功能
的App，并在对方远程指导下完成借
款、转账等程序，被骗11万余元。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增强防骗意识

领略“中国桥梁博物馆”之美
世界高桥前100名中近一半在贵州

龙陵秋海棠的花

贵州金烽乌江大桥（无人机照片）

国家烟草专卖局重拳打击
“奶茶杯”等非法电子烟

新华社电 国家烟草专卖局近
期开展“奶茶杯”“可乐罐”等调味电
子烟整治工作，查破各类案件 593
起、追究刑事责任 188人、查获各类
“奶茶杯”“可乐罐”72.38万支，依法
严厉打击该类违法犯罪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近 4个月，国家烟草专卖局累计
出动执法检查人员22.69万人次，实地
检查销售网点12.15万户次。根据市
场检查结果，该类商品均为非法生产
的伪劣电子烟产品，其形似儿童玩具、
新潮饮料或酷炫食品，对心智尚未成
熟的未成年人具有较强诱导性，且添
加成分复杂、产品质量堪忧、安全隐患
突出，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影
响。不法分子主要采取网络渠道隐蔽
销售，更有甚者引诱未成年人成为其
分销代理下线。

国家烟草专卖局表示，各地重
拳出击，接连破获向未成年人销售
电子烟案件363起，无证经营电子烟
案件115起，查处“奶茶杯”“可乐罐”
案件 593起，涉刑案件 84起，追刑
188人，查获“奶茶杯”“可乐罐”72.38
万支，涉案金额 5.07亿元，清理中小
学、幼儿园周边电子烟销售网点373
户、自动售卖机27台，删除各类违法
违规链接1471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