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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花费十万买虚拟货币(购买虚拟物品被骗怎么办)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刘玉凡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晓雯 实习生 韩嘉怡

近日，正在备考专升本考试的青岛大学生小芸（化名）被拉进了一个QQ群，按照
群内“任务”要求，只要关注一些社交账号，就会收到小额返现。之后小芸被要求
下载另一个软件，可以在该软件上接“任务”。对方又让小芸转账，宣称往软件充
值达到一定数额后即可提现，当小芸意识到不对劲时，已经转了十万多元。目前，
小芸已经就此事报警。

“先给你点小甜头尝尝”

2月28日傍晚，记者见到了刚下课的小芸。最近正在准备考试的她，没想到这样的
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共被骗了十万多，先进了一个QQ群，莫名其妙进的，
也不知道是谁邀进去的，群里就开始发任务，就是关注社交账号。”小芸说道，最
开始的时候是在群里接一些“小单”，即按照要求关注一些社交平台的账号，然后
把完成的界面截图给对方查看后。小芸将收款码提供给对方，会收到小额的返现。
随后，群里又发了一个链接，点进链接后小芸下载软件，再在软件上面“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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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芸表示，提现过程中还需要到指定账户“注资”

“比如说注资50块钱，给他的个人账户转50，他就会给你返65，返也是让提供支
付宝收款码，给转到里面。到后面金额就越来越大。最多就是一点一点给你返一点
小的，到后面就不给返了。说做完一定的任务，才会给返，但每笔注资的金额不保
证。”说到这，小芸拿出手机，给记者看当时的转账记录。记者注意到，在2月26
日下午，小芸每次的转账数额从开始的几十元到几百元、几千元，而后上万。

难道群里都是“托儿”？

刚开始给私人账户转账的时候，小芸并没有警惕。“他们在软件上拉了一个群，说
做满所有任务才能提现，我那时候就想，已经放进去那么多钱了，要是不拿回来，
就太亏了，然后我就一直往里投了。”小芸说道，自己觉得已经投了钱了，就想把
钱拿回来。

对方利用小芸的心理弱点，不断诱导小芸再继续往里投钱。“根据他的指令，类似
于虚拟货币的东西。他就给返到这个上面来，但是我发现钱拿不出来，说做完任务
才能提。”小芸点开了该软件，余额显示有160000多。记者注意到，软件包含“
某交易所”的界面，有不同类型的“货币”。点开“REE瑞金币”，还有走势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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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的聊天记录，小芸估计其余几人都是“托儿”

“还有一个说自己任务做错了，再投四万的。现在他们都退群了，说是领到钱了，
除了我，他们都返现了。”小芸懊悔地说道，“现在一想，他们都是演的。开始让
我转大额的时候，就再也没能返现过。就是在这个账户里，但是提不出来。”

钱不够了申请“补助金”

“钱不够了，他让我申请补助金，他给先垫上，做完这项任务，得先补上之后，才
能把那些全部取出来，反正全是圈套。”小芸告诉记者，在转了几笔款后，自己和
对方说金额不够了，对方就让小芸申请“补助金”，称可以先给垫付。

“补助金就是把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上去，比如说他让交四万，你不够，他就给申请
百分之八十，就是三万二，就要让你准备八千。如果八千准备不好，之前的钱也拿
不出来了。”小芸按对方要求，继续转了八千块钱，没想到后面又有好多“任务”
。“到最后都做完任务了，他说只有补上补助金，我才能把钱提出来。”小芸说道
，为了把之前转的钱拿回来，她只好又补上了“补助金”，但对方又称小芸没有备
注，钱也是没有办法提出来，除非小芸再补上四万块钱。

小芸告诉记者，投入的钱有的是自己积攒的，还有是向亲戚借的。“我跟我叔叔借
钱的时候，他让我快报警，这肯定是骗子。我刚开始没跟他说这个事，因为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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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能返回来，当时真的是昏头了。”小芸叔叔意识到侄女借钱不太对劲，连连
追问急用钱干什么，小芸将事情说了出来。“我告诉了叔叔之后，他赶紧提醒我，
幸亏当时他点醒了我。”

“馅饼”的背后可能是“陷阱”

正在备考的小芸，本想通过兼职，赚取一些生活费，减轻生活压力，没想到却一步
步落入诈骗分子的陷阱。回想当时的经历，小芸仍很后怕。“幸亏没有越陷越深，
被点醒了。”小芸说道，她现在也明白了软件上的所谓余额不过是“空头支票”，
是骗子编织圈套的一部分。小芸也想将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提醒和她一样涉世未
深的年轻人，不要相信诈骗分子的伎俩，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据了
解，小芸已经报警。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社会上一些的不法分子，利用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抓住大
学生想要兼职赚生活费的心理，通过各种各样的骗术行骗。小芸被骗的经历并不是
个例，此前也有一些大学生被各种诈骗手段骗了钱款。常见的高校诈骗类型有校园
贷诈骗、网络交友类诈骗、电商客服物流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通信诈骗、娱乐
项目中奖诈骗等等。

警方提醒，凡是刷单，都是诈骗，大学生及市民千万不要相信。寻找兼职要通过正
规渠道，不要相信“高报酬”“高佣金”类兼职信息，更不要抱侥幸心理相信骗子
的退款承诺，以免遭遇连环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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