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青州市公安局瓜市
派出所结合违法犯罪分子利用手
机诈骗的种种伎俩，整理、综合
出了 12 种人们经常碰到的手机
诈骗手法，并利用多种形式向群
众宣传，揭发手机骗子的诈骗行
为，提醒人们一方面时刻擦亮眼
睛，保持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一方面警民联合起来，积极、及
时打击手机诈骗行为。

这 12 种常见
的手机诈骗手法
是：

1 、回拨电话
诈骗。违法犯罪分
子在拨通电话后立
即挂掉。如果你打
过去，打通的可能就是一个能产
生费用的有偿收听电话。部分
0941 、 0951 开头的号码中有的是
加值付费电话，接到这两个号码
开头电话或陌生来电，一定要小
心。“您好，还想着我吗，好长
时间不见了，我为您点播了一首
××歌曲，以此表达思念和祝
福，请您拨打×××收听。”当
您拨打收听时，您的话费余额一
定会直线下降。

2 、冒充其他身份诈骗。对
打着上级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
旗号、要求您帮忙处理领导个

人事务的电话，请您多长个心
眼，不要急于付钱，先核实该
人身份。

3 、中奖信息诈骗。如果您接
到“我是××省公证处的公证员
××，恭喜您的手机或电话号码
在××抽奖中了×等奖，奖品是
小轿车一部”的短信，请先思考
几秒钟，想想自己是否将手机号
参与什么活动，如果没有请删除

信息。
4 、冒充金融部门人员进行诈

骗。以××银行的名义提醒您在
某地刷卡消费，金额将于近期从
您账户扣除。如果您收到类似手
机短信，再按短信里电话询问，
就栽进不法之徒的圈套。

5 、冒充财税部门人员诈骗。
如果您接到有人电话称是国家税
务局干部，帮您办理汽车或房屋
退税等事宜，别相信这类谎言。

6 、编造意外事实诈骗。有人
打电话称，您的家人在某地生急
病或发生意外，急需用钱，同时

诈骗分子想方设法让您的家人电
话处于忙音或者关闭状态，让人
相信事情的真实性，让您把钱打
到××银行账号。这时一定不要
慌张，要核实清楚，不要轻易相
信。

7 、编造绑架孩子诈骗。有人
打电话称，您的孩子被绑架，并
索要赎金，电话中甚至还出现孩
子哭闹声。如遇到这种事情，一

定要冷静，先问问对方手中是男
孩还是女孩，长什么样，穿什么
衣服，如果对方所陈述内容与孩
子相符，尽快报警。如果您所问
的情况对方回答不上来或有误，
一定是有诈。

8 、冒充同学电话诈骗。
“嗨，好久不见了还好吗，我是
同学 XX，我在外地出差，我的手
机很快就没有话费了，麻烦您帮
我买张充值卡，再用短信告知卡
号与密码。”接到这样电话或信
息，要核对对方真实身份。

9 、冒充通信部门人员诈骗。

“您好，这里是中国移动(或联
通)客户服务热线，由于我们工作
失误，您的电话费这几个月共多
收 × × × 元 ， 如 确 认 退 费 请
按……”类似电话接到后只要认
真查看来电号码，就可识破骗
局。

10 、炮制手机卡诈骗。“本
公司与电信制卡部门联合推出移
动、联通手机卡充值， 100 元面

值的 38 元低价促
销，诚招各地代
理经销商。”如
果您收到这样信
息，请不要被低
价 与 利 润 所 诱
惑，最好向移动

与联通客户服务中心核实。
11 、冒充好友诈骗。如果您

接到不熟悉的电话，对方自称为
您好友，并让您猜其身份，请不
要跟他捉迷藏，直接问他是谁。

12 、网友诈骗。现在随着电
脑的普及，通过各种方式网上聊
天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违法
犯罪之徒，他们趁聊天时机成熟
后，就打着种种旗号实施诈骗，
轻者失物破财，重者伤身误命。
近年来，全国各级新闻媒体对此
多有报道。

本报通讯员 刘爱华

警方细数 1 2 种常见手机诈骗手法
提醒大家擦亮眼睛

本报泰安讯 (通讯员刘奎林)
落户泰山工业园区的岳首集团，
针对驻地村桑家疃村失地农民多
的实际，优先安排了 60 余名村民
到企业上班。日前，集团又与桑
家疃村签下“村企合作结对子”
协议书，将以提供智力支持、就
业服务、项目共建等形式，帮助
结对村发展，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

面对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
泰山区积极为民营企业牵线搭
桥，引导他们自觉到农村找“对
象”、结“穷亲”，实现村企共

赢。目前该区已有岳首集团、泰
开互感器公司等 20 多个企业与就
近村“喜结良缘”。

厂家与农家手牵手，新农村
建设有起色。涉农龙头企业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带
动农民通过种植业、养殖业等途
径脱贫致富，目前，亚奥特乳业
公司已与 6000 多养牛户签订了
“牛奶收购合同”，销奶不愁，
养牛户的兴致越来越高。而非农
企业，则通过参与修路、架桥、
治水、修建文体设施、救助弱势
群体等公益事业或建立产品加工

基地、原料供应基地、到农村招
工等方式投身新农村建设。岳首
集团与桑家疃村攀上“亲家”
后，公司负责人主动上门与村干
部共商发展大计，村里在用工方
面支持岳首集团，岳首集团则在
公益事业方面帮助村子，对每年
考入本科、专科的驻地村子女进
行一次性奖励。

村企结对子，群众得实惠，
企业谋发展，双方之间的关系更
融洽了。上高、泰前等街道的村
庄与企业结对后，积极做好群众
工作，为企业发展大开绿灯。不

久前，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
该区东部的一家企业要在厂西侧
修建一条长 1.5 公里的道路，驻地
村的村民们得知后，主动出人出工
帮助建设。由于村民们的紧密配
合，这条道路以最快的速度建成，
成为村企结对、和谐发展的见证。

据了解，泰山区还为民企支
持、参与新农村建设，制定了相
关的配套政策，使其得到相应的精
神回报和社会荣誉。特别对资助道
路修建、水利设施、自来水工程等
基础公益设施的，按标准享受政府
扶助项目内的各种补助。

本报博兴讯 (通讯员高东岗 郝安振)为
填补假期师生体育锻炼真空，使学校师生过一
个丰富多彩、健康安全的假期，博兴县庞家镇
刘家小学精心选择健身项目，推出“假期健身套
餐”推荐给全校师生。“健身套餐”包括跳绳、踢
毽、武术操等传统项目，还添加了滑板、呼啦圈、
空竹等学生喜欢的项目，明确规定了锻炼的注
意事项和达标标准。为检验活动效果，学校将
利用假期召集日和开学后课余时间定期检测，
并将在开学后开展校园吉尼斯等活动。

企农手牵手

泰山区架起村企“联姻”桥

刘家小学扮靓师生假期生活

7 月 13 日，郯城县农民在农贸市场销售
知了猴。时值知了猴出土时节，郯城县农民纷
纷捕捉出售，既杀灭了害虫又增加了收入。蝉
是果树和林木的害虫，吸食树木汁液可致其枯
萎死亡。知了猴是蝉的幼虫，是人们喜爱的保
健食品。 (房德华 摄)

本报沾化讯 (通讯员卢忠国 王玉荣)如
今，沾化县富源街道的冬枣树结多少枣也不是
任其自然了，而是定出标准，让它结多少就结
多少。枣农形象地说：“这也是给冬枣树实行
‘节育’。”

这个街道有冬枣园 2.8 万亩。过去枣农一
直认为，冬枣结得越多越好，修剪管理时舍不
得剪枝、疏花，结出来的冬枣个小，且色泽和
口感差，一度受到市场冷落。对此，富源街道
实施了冬枣二次创业，对枣园进行疏密间伐，
推行了定产到树，包产到园的先进管理办法，由
技术员根据树龄、树木生长及地力情况，帮助枣
农确定出每棵树的产量。冬枣树修剪管理围绕
所定产量来做，结出来的冬枣不仅个头大，而且
着色好，糖分高，在市场上抢手。去年这个街道
5000 亩示范园单果重 40 克，每斤冬枣卖价 6-7
元，亩均效益是未采用该技术枣园的 3 倍。

今年，尝到甜头的果农纷纷聘请技术员帮
助确定冬枣树产量，并为冬枣树建立生长管理
档案。

不求枝繁果多 但求质好果硕

富源街道冬枣生产搞“节育”

7 月 9 日，莒南县汀水镇彭古城村的村干
部正在丈量农户玉米种植面积。今年来，国家
相继把花生、玉米等纳入补贴范围。该镇组织
200 多村干部与包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实际
测量花生和玉米种植面积，有效避免了瞒报、
虚报、漏报的现象，确保了补贴工作的顺利进
行。 (史永刚 纪现平 摄)

“连续两个月了，赵老汉家的电量由以前
的每月不足 30 度，猛增到 100 多度，是电表
出问题了还是他家有漏电的地方？” 6 月份郓
城县玉皇庙镇丁韩庄的电费张榜公布以后，该
镇供电所副所长曹红光暗自嘀咕。

70 多岁的赵老汉家是一个“留守”家
庭，儿子儿媳都外出打工了，家中只有老两口
带着孙子孙女，平日里做饭、烧水什么的全烧
柴火灶，用不了多少电啊。

7 月 8 日，曹红光带着两名电工顶着烈日
来到赵老汉家查验，到家时已是大汗淋漓。得
知来意后，赵老汉老两口连声招呼他们：“快进
屋凉快凉快。”房间内凉气袭人，与室外的闷热
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屋子的一角，一台崭新的立
式空调正运转着，“大爷您买空调了？”曹红光惊
奇地问。赵老汉得意地一笑：“这算什么，最近俺
家添了好几样电器呢。”七岁的小孙子眉飞色舞

地说：“俺家还买了电脑呢，想俺爹娘时，就和他
们视频聊天，不光能说话，还能看见他们呢，可
好了。”“还有全自动洗衣机，俺们的衣服都用它
洗了。”稍大一点的孙女也插嘴说。“再来看
看俺的厨房。”赵老汉兴奋地说。嗬，粉刷一
新的厨房整洁美观，原来的土灶台和堆着的柴
草早就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微波炉、电
磁炉、电饭锅、电饼铛等电器。

“这回你们知道俺家电费为啥涨那么快了
吧。”赵老汉自豪地说，“俺儿子儿媳挺孝
顺，在外边挣了钱也没忘记俺老两口，这些电
器都是他们买的，刚开始俺还怪他们不会过，
没想到一用才知道，这‘电气化’就是好。这
几天气温三十七八度，要搁以前早热得受不
了，还得烧火做饭，真受罪。现在多好，电饭
锅蒸米，电磁炉炒菜，一会儿饭菜全齐了，坐
在空调屋里吃饭，那叫一个美呀，俺可尝到
‘电气化’的甜头了。这不，邻居们也拆了灶
台，买了电磁炉什么的，大家伙都争着‘电气
化’呢。” 本报通讯员 温素馨

赵老汉家的

“电气化”

本报济宁讯 (通讯员张
平丽)“以前考个汽车驾照来
回要跑济宁好多次，路远、费
用高，几个月才能拿下证，很
麻烦。现在家门口开了一家
‘驾校’，学车、练车，在家
门口就能把驾照拿到手了。”
近日，正在济宁市任城区南张
街道八里屯村驾校考驾照的该
村村民高兴地谈论着。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汽车下乡”政策的实施，
南张街道的农民购买汽车的越
来越多，很多人会开车但没有
专业训练过，存在着很大的安
全隐患。南张街道办事处积极
同交通管理部门协商，通过优
惠政策吸引了一家“驾校”到

八里屯村“安家”，村里的人
在家门口就可以学车了。参加
培训的学员陈飞说：“早就想
考个驾照，可一想要到济宁去
学，吃住花销大不说，家里的
活也撂不下。现在驾校开在家
门口，我就第一个报了名。”

“ 驾 校 ”开 到 农 民 家 门 口

7 月 12 日，蒙阴县常路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正在社区文化墙上画画。常路镇把“文化
墙”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内容，把农村政策、法制教育、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农业技
术等内容，利用彩图、漫画、文字等形式在村街道两旁的墙体上表现出来，成为农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政策明白墙、科技指导墙、文化娱乐墙、传统美德教育墙。目前全镇已建成这样的“文
化墙” 100 多面，成为新农村建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张纪增 张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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