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惕假借彩票名义的“花式”诈骗

近年来，“圈子”文化在年轻人
中愈发盛行，许多人因兴趣结识而
成为好友。然而，不法分子正是利
用这种心理，混进“圈子”实施诈
骗。近日，一起涉及全国多地的“跑
圈”诈骗案成功告破。

受骗学生报案
2024年 4月 11日，北京大学

学生小敏在学校中长跑微信群中，
看到一位同学转发的某品牌耳机
测评活动，随即通过该同学添加了
林某的微信。林某称，该耳机测评
活动并不收费，但需要先缴纳 1099
元押金，在测评结束后会退回押金
并赠送耳机。小敏信以为真，把押
金转给了林某。随后林某又向小敏
介绍，当前秦皇岛和兰州的马拉松
配速员都缺额，他可以帮小敏报
名，但同样要先交 699元和 899元
作为配速员免费装备的押金。

林某所说的“配速员”又被称为
“兔子”，跑马拉松的经验丰富，控制
速度和节奏能力强。在马拉松赛事
中，配速员一般会统一着装，身上带
着配速气球，以稳定的配速带领相
同速段的选手一起奔跑，作为选手
们的参照物。配速员是参赛者（大多
数不参加成绩排名）、志愿者，更是
选手的“移动计时器”。担任配速员
通常可以享受免费赛事名额、组委
会提供的高质量装备及食宿福利等，
这些对于跑者而言有着很大吸引力。

出于对“圈里人”的信任，小敏
没有怀疑，给林某转账并提供了自
己的个人信息。然而，小敏一直没
有收到耳机，也没有收到马拉松组
委会官方的配速员入选通知。林某
始终以货运不通畅等理由搪塞，后
来直接不回复消息了。小敏向耳机
品牌方和马拉松组委会确认，却得
到“从未组织此测评活动”“未授权

任何第三方招募配速员”的答复。
小敏在与多位同学沟通后，发现同
时间段竟有 14名同学有相似经历。
于是在 4月 21日，几位同学一同前
往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报案。

两天后，4月 23日，警方在浙
江省杭州市将嫌疑人林某抓获。
2024年 7月，案件被移送至海淀区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查，配速员资格、耳机和跑鞋
的测评渠道，完全是林某虚构的，骗
取的押金全部被林某用于吃喝玩
乐。期间，林某只给受害人寄过一双
自己使用过的二手跑鞋（因尺码不
对被受害人退回）和一副自购耳机。
2024年 4月至案发，林某共骗取小
敏等 14名大学生共计 33864元。

赛事赞助商员工同样被骗
然而，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发

现，各社交平台上存在大量曝光林
某诈骗的帖子，林某极有可能是个惯
犯。承办检察官随即向公安机关确认
并得到了上海、辽宁两地警方移送的
林某其他的犯罪事实，其中还有马拉
松赛事赞助商员工的报案记录。

被称为“跑圈第一骗”的林某，
于 2000年出生，长期混迹在“跑
圈”，为各地马拉松赛事联络资源，
也因此结识了多地马拉松赛事举
办公司和赞助商，在圈子里小有名
气。2023年 11月，林某自称杭州马
拉松赛事招商负责人，通过其他赛
事公司员工推送，添加了无锡马拉
松赛事赞助商员工吕先生的微信，
并在之后与吕先生就产品推广业
务进行往来。

2024年 1月，林某谎称自己手
中有多个无锡、武汉马拉松赛事的
参赛名额，可以卖给吕先生。吕先生
先后转账 85500元给林某，向他购
买共计 50个名额。转账后，吕先生

多次催促，甚至线下与林某见面商
讨名额购买事宜，但林某始终推脱，
未提供名额。2024年 3月，吕先生
在网上看到了众多网友对林某的
曝光，于是前往当地派出所报案。

据林某供述，他从 2020年开始
以押金方式向别人提供马拉松参
赛资格。最开始林某确实有渠道能
获取参赛资格，但在发现收益可观
后，他动起了歪心思，即便没有名
额或只有一两个名额，也会对外宣
称有十几个名额，以骗取报名押
金。受骗人多像小敏和吕先生一
样，经同学、朋友或同事介绍认识
了林某，出于对熟人的信任，相信
了林某的“官方身份”，进而被骗。

经查，2023年 11月至 2024年
间，犯罪嫌疑人林某虚构自己具
有给他人办理马拉松配速员、进行
耳机内测等资格，虚构了报名需要
缴纳押金的事实，共骗取多名被害
人 11万余元。检察机关认为，林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2024年 10月 31日，经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林某
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万元。

(文中小敏、吕先生均为化名)
□徐晴子史少君
正义网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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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将奶奶告上法庭”

情理法理公诸于世

“如果只是几千块钱，我
宁可不要也不会这么折腾。”
近日，谈及为了提取、继承父
亲生前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北
京的张女士无奈地说道。

银行取款碰壁
张女士表示，2024 年 9

月，父亲不幸去世。由于母亲
和爷爷已经去世多年，相依为
命的奶奶也已经近 90 岁高
龄，作为独生子女的张女士，
只能一个人强忍着悲痛为父
亲办理后事。张女士在整理父
亲遗物时想起父亲生前曾提
过，其在某银行办理过大额存
款，金额大概是 10万元，但父
亲生前并未告诉过她账户的
密码。

张女士称，当她带着父亲
的死亡证明、户口本以及自己
的身份证明等材料，前去开户
行要求查询父亲账号金额并
提取时却遇到了麻烦。张女士
介绍，在她来到银行后，工作
人员为其查询了父亲生前的
银行卡号，并查询了银行账户
明细。但是由于他们家三代人
共用一个户口本，上面有其姑
姑和大爷的名字，并且户主不
是其父亲的名字，因此尽管张
女士有其父母的结婚证以及
自己的独生子女证，但银行方
面表示，仍然无法确定张女士
和父亲的亲子关系。工作人员
称，张女士需要去公证处开具
公证书，以此来证明自己与已
故人的直系亲属关系、合法继
承人的身份。

只能起诉奶奶
无奈之下，张女士只好来

到公证处申请公证。但是麻烦
又来了。“我和我奶奶都属于
法定继承人。在提交材料时，
需要提供我奶奶的人事关系
档案。但由于我奶奶之前所
在的企业 30 多年前就已经
不存在了，无法调取档案，所
以公证处表示无法进行公
证”。

张女士表示，由于自己
平时工作比较忙，对于办理
该事项的很多环节也不清
楚，因此只好委托律师办理。
“银行告诉我，只有提供公证
书或者法院判决（调解书），
才能给我办理资金提取业
务。”无奈的张女士，只好起
诉自己的奶奶，要求法院进
行遗产继承确认。

张女士告诉记者，在法
院出具调解书后，她拿着调
解书去银行要求提取存款。
银行又和法院进行了核实
后，方才将父亲生前账户内
的资金提取出来，交给自己。
“折腾了两个多月，这件事才
算办完。”她说。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银
行对已故亲属存款提取有较
为严格的规定，一般需要出
具亲属死亡证明、关系证明、
身份证、户口本等材料到网
点进行办理，部分业务还得
办理公证，而且需要界定存
款数额是否属于小额存款。

标准亟待统一
“查询相对来说更容易，

但提取和继承因为涉及较为
复杂的法律关系，而银行目
前无法对用户所提供的相关
材料一一进行核实确认，所

以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来说，
银行会要求用户进行公证等
形式以此来确定法律事实和
关系、规避风险”。一位银行
业内人士表示。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

成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黄利军律师认
为，银行与其他部门（如民
政、公安、公证机构等）之间的
协调与合作，对于简化流程、
提高效率至关重要。为此他建
议，在可能的情况下，需要尽
量降低操作难度，为当事人提
供更多便利。比如打通多部门
壁垒，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信息共享。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

成员、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苟博程律师建
议，各家银行还应精细统一
操作标准。对于亲属和继承
关系简单的案件，可以适用
简便化操作。继承人只需提
供亲属关系证明以及被继承
人的死亡证明等材料，即可
向银行申请查询和提取账户
资金，银行在核实材料真实
性后，应依法协助办理相关
手续。
“遗嘱继承相较于法定

继承，程序更为复杂。通过公
证、诉讼等方式确认遗嘱的
合法性和处理复杂家庭关系
的继承问题，可以有效保障
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
能使银行在合法合规的前提
下，顺利完成已故人账户资
金的提取和继承手续。”苟博
程律师说。

□哈建伟
法治网 5月 11日

彩票作为一种广泛用于福
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兼具
娱乐性和公益性的活动，吸引着
众多民众的参与。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彩票作幌子，不断变换诈骗手
段，让人防不胜防。虚假彩票中
奖信息诈骗、“高收益”“稳赚不
赔”的理财投资诈骗，以及非法
网络售彩等，各类利用彩票名
义诈骗的案件频发，形式多样、
手段隐蔽，不仅严重侵害了人
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也严重扰
乱着彩票市场的正常秩序。

广大彩民朋友，在快乐购彩
的同时，也亟须深入了解利用彩
票名义诈骗的常见类型、识别方
法，不断提高防范意识，切实保
护好自身财产权益。

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

彩票行业在我国有着庞大
的市场，拥有广泛的参与群体。
近年来，彩票销售额也在逐年增
长，并且购彩人群呈现出年轻化
的趋势。

可以说，伴随彩票事业的
不断推广，利用彩票名义诈骗
便如影随形。曾几何时，在移动
互联网尚未完全普及的时候，
一些利用虚假中奖信息实施诈
骗的违法分子便猖獗潜行。骗
子会通过短信、电话或网络等
渠道，向受害者发送虚假的中
奖通知，要求其缴纳手续费、保
证金等费用后才能领取奖金。
一旦受害者缴纳款项，骗子便会
消失不见。

近年来，上述诈骗手法有所
收敛，但利用彩票名义诈骗开始
出现了新变种，其中以“彩票理
财类诈骗”和“假冒线上彩票机
构违法售彩”最为典型。

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何某，
经朋友推荐，首次接触到了“lgt
智能机器人”项目，被承诺按要
求操作买入可稳赚不赔，日收益
可达 1.5%。经受不住诱惑的何
某，随后下载注册了平台账户，
并投入大量资金，平台却突然关
闭，相关人员失联，最终何某损
失了 6万多元。

该案例是江苏省某地公安
局公布的一起真实案例。不法分
子打着“彩票理财”的幌子，宣
称拥有专业团队和独家算法，
能精准预测彩票号码，引导受
害者参与所谓的 “高回报”彩
票投资项目。他们常以“日收益

1.5%”“稳赚不赔”等极具诱惑
性的话术吸引受害者。这类诈
骗利用人们渴望轻松获利的心
理，编织看似美好的理财骗局，
让受害者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财
产损失的深渊。

此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虚
假网站、冒充官方网站等方式，
擅自开展非法网络彩票售卖，
也成为新的诈骗手段。来自江
苏宿迁的周某在刷抖音时，看
到有人称买彩票很准，私信添
加微信后，对方诱导其扫码下
载 APP。APP 内自称负责人的
人，发红包诱导周某缴纳保障
金，随后又推送“荣誉导师”，以
各种伎俩让周某转账，最终周某
损失 10634元。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会掉入
网络非法彩票陷阱，皆是因为
相信网络非法彩票宣传的高回

报，相信自己可以从中获利。警
方提示，千万别相信什么“高回
报”“稳赚不赔”的说辞，这些假
冒的线上彩票，看似正规，实则
是骗取钱财的陷阱，最终会让
受害者血本无归。

如何识别诈骗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的规
定，体育彩票、福利彩票由国务
院特许发行，未经国务院特许，
禁止发行其他彩票。国务院体育
行政部门、民政部门依法设立的
体育彩票发行机构、福利彩票发
行机构，分别负责全国的体育彩
票、福利彩票发行和组织销售工
作。除此之外的任何组织或机构
发行彩票均无法律依据。

另外，根据财政部、国家体
育总局、民政部等十二部门的联

合公告，坚决禁止擅自利用互联
网销售彩票行为。截至目前，财
政部尚未批准任何彩票机构开
通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未
经财政部批准，彩票机构及其代
销者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利用
互联网销售彩票，任何企业或个
人不得开展任何形式的互联网
销售彩票相关业务。

根据中国体育彩票发行管
理中心的购彩指南，彩票是公平
公正的机会游戏，中奖只是小概
率随机事件。以体彩超级大乐透
为例，其大奖中奖概率约为 2142
万分之一。国家发行彩票的目的
是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因此，切勿把购
彩当成理财工具或发财致富的
捷径，更不能孤注一掷。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
师何闪闪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法
律层面来看，彩票不能作为理财
产品。我国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
定，彩票发行销售必须遵循严格
的规范，任何将彩票包装成理财
产品，承诺固定收益、稳赚不赔
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警惕诈骗要常抓不懈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做客新华
网《新华访谈》反诈节目时提示，
广大彩民朋友一定牢记，购买彩
票要选择正规线下渠道，具备有
效代销证的线下彩票实体店才
是唯一合法的销售网点。互联网
彩票目前在我国是不合法的，所
有未经官方授权的线上彩票售
卖行为都存在巨大风险。当遇到
可疑的彩票相关信息，如承诺高
回报、预测号码、线上非法售彩
等情况时，一定要第一时间提高
警惕性，切勿轻信。
“一旦发现自己可能遭遇诈

骗，应立即保留相关证据，如聊
天记录、转账凭证等，并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案。只有不断加强彩
票普法宣传，提高民众的法律意
识和防范能力，才能有效遏制利
用彩票名义诈骗的发生，保护大
家的财产安全，营造一个公平、
公正、合法的彩票环境。”何闪闪
律师表示。

□文浩

真假体彩 APP对比

家长课堂：教孩子三招“反诈破局”

破除“熟人滤镜”：告诉孩子
“同学推荐也要查官网！”

押金红线法则：凡是先交钱后
办事的，默念三遍“我要报警”。

小额诈骗预警：钱再少也要留
凭证，10个人被骗 1000元也能立案！

大象新闻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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