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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三亚警方征集强迫交易线索，女子讲述亲身遭遇——

海底潜水时被摘下面罩，问拍不拍照

网络直播间里买卖翡翠原石，用“赌石”的噱头吸引消费者参与，
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原石只是诈骗分子用喷漆喷过的石英石。来看
上海警方近日公布的典型诈骗案例。

石英石冒充翡翠原石
网络直播间赌石诈骗

2023年10月，上海市民范先
生报案称，偶然进入了一个商家
的直播间，观看了几轮原石买卖
后，发现有人花千元买了石头，切
开后瞬间价值好几万，让他心动
不已。于是两天内范先生先后转
账 1.2 万余元买卖了 12单，有赚
有赔。不过，等他最后一次大额
付款后，却被踢出了直播间，客服
也就此失联。

据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临
港新片区公安处副处长齐炜毅
介绍，直播间里一般有三个角色，
一个是主播或者说主持人，还有
一个是所谓的玉石商人，其他的
所谓观众或者说是下单的这些
人，一个人可以冒充十个甚至二
十个身份，然后再烘托气氛，把价
格抬上去。

据范先生回忆，直播间里开
出原石后当场回收，但开石过程
完全不可见。警方判断这是一种
打着买卖原石名号进行诈骗的手
段。去年12月29日晚，警方展开
抓捕行动，当场抓获以江某为首
的3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电
脑、手机、油漆、原石、话术本等一
大批涉案物品。

民警在现场发现，这些在网
络直播间出现的泛着绿光的原
石，竟然全是油漆喷涂的。

齐炜毅告诉记者，这些所谓
翡翠原石不过是普通的一个石英
石。他们直播间的光线也好，它
的设计也好，包括加的一些滤镜
也好，让石英石看上去有点像翡
翠“原石”。

经初步核查，自2023年10月
起，这个诈骗团伙已经从全国各
地诈骗金额达 200 余万元。目
前，江某等3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
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
逮捕。

发布虚假广告揽客
网络培训涉嫌诈骗

利用短视频平台实施诈骗的
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会打着“无门
槛精准推送粉丝群体，轻松获取
高额收益”的旗号，在直播间内兜
售所谓的网络直播带货培训课
程，让众多被害人只花钱不赚钱。

在一个直播带货课程的网络
培训视频中，课程里宣称，学习后
可以在短视频平台经营店铺，轻
松月入过万，并承诺购买课程后
还可打包推送大量粉丝。

家住上海的周女士总共花费
了9000元购买课程，并在短视频
平台开设店铺，却发现并不能赚
钱，于是报警。

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刑侦
支队副支队长张文韬表示，这个
团伙主要针对的群体就是中老
年，对网络这些新兴事物的了解

程度并不深，包括对直播带课，他
们脑子里面可能只是一个概念：
直播带课可能能赚钱。

今年 3 月初，上海警方组织
警力在一写字楼内成功抓获吕
某等团伙成员 20 人。经查，从
2023年 4月起，吕某等人经营的

“彦君科技有限公司”在网上发
布“老年剪辑课、无门槛、0元学”
的虚假广告，以 0元学习剪辑课
程、推送精准购物粉丝、短视频
带货赚取高额利润等为噱头，吸
引中老年人关注。同时，该团伙
每周还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直
播卖课，通过展示虚假收益截
图，营造高收益前景，吸引被害
人购买培训课程。

对此，张文韬告诉记者，这些
网课宣传虚构了粉丝和获利之间
的关系，诱导老年人来购买这些
大量的粉丝，给老年人造成一个
错误的认知，就是只要有粉丝，就
一定能赚钱。这些粉丝经过警方
查证，也都是一些僵尸粉（假粉
丝）。

目前，该团伙20名犯罪嫌疑
人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随着短视频和直播经济的发
展，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网络
直播，打着恋爱交友、连麦PK、直
播卖货等幌子骗取钱财。警方提
醒广大网友，要提高警惕，不要轻
信“躺着就能赚钱”。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赌石”买卖、直播带货培训……

小心网络直播间这些诈骗陷阱

女子回忆：在海南旅
游海底潜水被强行拍照

2023年11月底，郑女士一大
家人到三亚旅游。她丈夫、姐姐、
姐夫及婆婆四人参加了潜水活
动，潜水前工作人员推销了潜水
拍照项目，每人300元，除了郑女
士的姐姐要求拍照，其他三人都
明确拒绝了在潜水过程中拍照。
但没过几分钟，姐夫就上来了，他
说，在水下他们四人被工作人员分
开，工作人员取下他的潜水面罩，
问要不要拍照。之后，丈夫及婆婆
也遇到了和姐夫同样的经历，“他
们因为很害怕只好答应。”

回到民宿后，郑女士向赠送
潜水服务的民宿老板投诉反映了
此事，随后，提供潜水服务的工作
人员与她取得联系，并退还了三人
潜水拍照费用900元。“退款也是
有条件的，他们要求我们不得公开
谈论此事，同意后才退这笔钱。”

吕女士在2023年 11月初和
朋友一行 5人前往三亚旅游，在
亚龙湾附近，她和两个朋友被深
海潜泳项目吸引，并交钱体验，

“潜水一开始，教练就带着我们直
接往海底潜，感觉一阵耳鸣。大
概 5分钟后，教练就把我们捞至
海面，问要不要拍照，我说了三四
遍‘不拍’，教练把我的潜水面罩
往上挪了一下。当时我就狠呛了

一口水，担心自己安全，只好答应
拍照。”上船后，她和朋友三人各
自向对方支付了 560元，但潜水
照片，“简直就是‘死亡’照片，非
常难看，我们收到就删掉了。”

事情发生后，吕女士由于不
想影响旅游的好心情，加之手中
没有相关证据，因此没有投诉，也
未报警。但近日，吕女士关注到
了三亚市警方发布的线索征集通
告，计划向警方提供相关线索，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警方通告中
的那一拨人，但是我们确实遇到
了同样的经历。”

三亚警方：公开征集
一团伙违法犯罪线索

3 月 17日，三亚市公安局发
布《关于检举揭发三亚金里红犯
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通告称，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
支队于近期打掉一个盘踞在三亚
市南边海附近海域实施违法犯罪
的团伙。经查，该团伙在三亚市
南边海三亚角、情人湾等区域，以
非法手段强迫游客接受潜水拍照
摄影实施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
动，严重扰乱旅游秩序。为进一
步深挖违法犯罪，现向社会公开
征集金里红团伙的违法犯罪线
索。举报线索经查实有效并经司
法程序认定的，公安机关将按规定
给予奖励并对举报人严格保密。

当地两位行业内人士向记者
表示，警方发布的征集强迫游客
接受潜水摄影交易犯罪线索背
后，是一些没有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经营资质的黑商家，通过多项
目低价格的方式招揽客源，等待
下水后新增付费项目，让消费者
产生“不答应就不安全”的心理危
机，从而不得不接受交易。其中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希望这种打
击可以是持续性的，更有利于规
范潜水行业。

律师建言：遇到被强
迫交易，可考虑三点操作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
建表示，游客潜水遇到被强迫交
易的情况，没有相关证据维权可
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但仍有一些
可行的措施可以考虑：游客首先
应立即向当地的警方报案。警方
将会进行调查，并采取必要的行
动来保护游客的权益。二是建议
游客可以保留与潜水活动相关的
文件和资料，如潜水合同、付款记
录、行程安排等，这些文件和资料
可能会成为维权的证据之一。三
是选择向相关的旅游机构或协会
寻求帮助，如旅游局、潜水协会
等，这些机构可能会对游客维权
提供支持和指导，帮助游客维护
自己的权益。
综合极目新闻、人民日报、三亚警方等

正在海里潜水欣赏水中美景，氧气面罩却被突然拉开，一个陌生人
询问：“要拍照吗？”这是郑女士一家去海南三亚旅游，参加海底潜水项
目亲身经历的一幕。虽然有三人不想拍照，但因为害怕只好答应。后
向提供潜水服务的老板反映，才要回三人拍照费用900元。

郑女士姐姐在海底潜水时拍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工作人员退还的3人900元拍照
费用（微信转账截图）

用于“赌石”的原石，是喷过漆的普通石英石 央视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