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额回报是诱惑

虚拟货币藏风险

金融知识常学习

理性鉴别要保持

法官提醒

近日， 热播剧《三叉戟 2》 因其反诈内容真实， 剧情演绎幽默而备受好评。 该

剧讲述了三位老警察催铁军、 徐国栋、 潘江海组成的“三叉戟”， 在面对新型诈骗

时不畏困难， 与诈骗团伙斗智斗勇， 用经验与热血不断接受来自新时代的挑战。

剧中的诈骗案根据真实案例改编， 让我们跟着“三叉戟” 一起识破诈骗局，

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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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 1：

“以房养老” 诈骗案

剧中， 诈骗团伙成立了金展大

健康机构， 先通过免费体检送鸡蛋

等活动在社区引流筛选目标， 再举

办健康大讲堂兜售理疗床， 并且招

聘“演员” 扮演医生、 护士、 体检

者等角色骗取受害者信任， 尤其针

对独居老人， 最后诱导老人抵押房

产借钱购买虚假理财产品， 承诺每

月给老年人一定比例回报， 但实际

只支付一两个月后就携款跑路， 最

终上当受骗的老年人“钱房两

空”。

诈骗手法“揭秘”：

剧中的“以房养老” 通过“剧

本杀式” 场景搭建、 高回报理财诱

导等复合手段， 利用老年人信息不

对称和情感需求行骗。

诈骗团伙充当“群众演员”，

扮演各种角色， 从而使受害者深度

参与或体验某个场景、 活动或情

境， 从而实施诈骗， 具有极强的迷

惑性。

广大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在面对

“藏品升值” “养生福地” “免费

旅游” 等话术时应保持理性。 任何

涉及房产处置的内容务必与子女或

专业人士一同审核。 同时要对诈骗

分子利用“情感陷阱” 诱导的行为

保持警觉。

《三叉戟 2》

导演： 刘海波 曹 凯

编剧： 沈 嵘 吕 铮 熊语真

主演： 陈建斌 董 勇 郝 平

徐绍瑛 李之夏

剧情简介：

号称市局“三叉戟” 的崔铁

军、 徐国柱和潘江海在侦破一起

传销案时， 发现关键嫌疑人和二

十年前一桩凶案有牵连。 为了能

够彻查案件， 三位老警察在郭局

的支持下， 成立了三叉戟工作

室。 在徒弟小吕和年轻女干警徐

蔓的配合下， 老三位协助各警种

破获了多起大案、 要案， 那桩二

十年前的疑案也最终真相大白。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三叉戟发

现这一切都和一个叫做“青山

会” 的犯罪集团有关……

剧情 2：

“云贸币” 诈骗案

云贸商城以“客人充一元， 平

台补贴一元” 的方式爆火， 通过

“云贸币” 虚拟货币实施诈骗， 以

给予消费者返利的高额诱惑， 吸引

投资者投入大量资金， 最终“云贸

币” 无法兑现， 云贸商城暴雷， 诈

骗分子卷款潜逃。

诈骗手法“揭秘”：

这类骗局本质是利用公众对于

新兴科技的认知盲区， 以及想要发

财致富的心理实施非法集资， 类似

的还有“空气币” “区块链” 等诈

骗。

这类诈骗手法是一种“庞氏骗

局”， 即利用新投资者的钱来支付

老投资者的返利， 随着投资者的减

少， 犯罪集团资金链断裂， 平台崩

盘后数万投资者的钱最后化为乌

有。

如今金融经济蓬勃发展， 非法

金融活动也随之增多。 投资者在面

对高额回报的诱惑时， 应保持理性

判断， 多渠道核实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要提高金融素养， 学会识别常

见的骗局套路。

以房养老是骗局

温柔关怀设陷阱

房产处置要慎重

保持清醒不贪心

法官提醒

剧情 3：

AI 换脸诈骗

崔铁军被聘请为网络宣传大

使， 通过直播等形式推广“国家反

诈中心” APP 和反诈举报热线，

并因此成为反诈网红。 然而， 不久

后， 多名市民被假冒崔铁军的诈骗

分子骗钱， 崔铁军陷入欺诈风波。

诈骗手法“揭秘”：

诈骗分子利用 AI 换脸技术，

模拟崔铁军的头像和声音， 通过视

频通话进行诈骗。 现实中， 诈骗分

子往往冒充被害人的熟人， 编造如

生病、 受伤、 签订合同急需资金等

紧急情况， 请求被害人转账汇款。

广大群众要谨慎处理自己的照

片、 声音等个人信息， 避免在不安

全的网络环境下透露敏感信息。 在收

到涉及转账请求的视频通话时要通过

多重方式验证其身份， 切勿轻易转

账， 一旦发现可疑情况， 应立即报

警。

个人信息不泄露

要求转账莫轻信

多重方式验身份

可疑情况应报警

法官提醒

别被爱美蒙双眼

求职就业要注意

还款能力慎评估

支付钱款应警惕

剧情 4：

“美容贷” 诈骗案

一心想成为网红的小雅， 在网红

经纪公司的建议和介绍下前往整形医

院整容， 结果不仅整容失败， 还在诈

骗分子的诱导下“裸贷”， 因此背上

了高额债务， 甚至被暴力催收。

诈骗手法“揭秘”：

近年来， “美容贷” 在医美机构

盛行， “零首付” “分期付” 等优惠

条件让许多爱美人士动了心， 这类骗

局正是利用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对金

融风险的忽视。

与剧中类似的还有“高薪招聘美

容贷” 套路， 即诈骗分子发布高薪招

聘信息， 以应聘者需要提升形象气质

为由“介绍” 其到美容机构， 再诱导

应聘者办理“美容贷”。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消费者要注

意审查医美机构的资质， 贷款美容前

要审慎评判自己的经济条件和还款能

力。

求职者要选择正规机构和渠道进

行求职就业， 注意审查相关招聘单位

和面试人员的资质身份， 当发现要求

支付大额钱款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来源： 静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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