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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多因玩游戏追星被骗
今年5月，10岁小学生小涛在家上网课期间，偷

偷用父亲手机玩网络游戏，其间有陌生人称加QQ好
友后可“免费送游戏装备”。

小涛加好友后，对方发来二维码让其扫描，并让其
输入一串数字。小涛不知其输入的是转账金额，输入
后，其父亲支付宝内的1.7万余元进入了骗子的账户。

除因“免费送游戏装备”被骗外，今年以来，湖北
多地还发生多起中小学生因追星被骗的案例。

湖北警方介绍，有中小学生在刷视频时刷到进
入偶像粉丝群的帖子后，进入所谓的“偶像群”。群内

“工作人员”以几块钱的低价购买偶像签名周边产品
为诱饵，诱导学生扫码消费，后客服以未成年人消费
导致平台被罚、账户被冻结等为由，威胁学生用父母
手机扫码支付相关“解冻”费用，被骗数万元。

据统计，今年以来，湖北未成年人被骗案件共
805起，其中针对中小学生的诈骗手法主要有赠送游
戏装备、冒充明星等，占发案数的20%以上。

大学生刷单“跑分”危害大
通过蝇头小利引大学生上钩，是不法分子的惯

用诈骗手段。
湖北十堰大学生小赵想利用暑假赚点零花钱，

在网上看到的刷单广告称，“足不出户兼职赚钱”。小
赵联系客服，在履行完相关手续后点开对方发来的第
一个链接，120元一单，几分钟后对方转来了本金和
佣金共125元。

尝到甜头后，小赵便开始加大刷单金额，前后刷
了10多单，共计1.6万余元。小赵再联系客服返还本
金佣金时，却发现已被拉黑。

湖北警方统计，在该省今年发生
的未成年人被骗案件中，针对大学生
的诈骗手法主要是兼职刷单，占发案
数的 14%，虚假购物则占发案数的
12%。

“还有部分大学生受利益蛊惑，出卖自己的银行
卡、手机卡，提供网络技术，帮助转移赃款，不知不觉
沦为诈骗帮凶。”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重案侦查支
队副支队长吴春丽说。

今年上半年，一条“核查线索”显示，辖区某高校
大二学生彭某名下的银行卡在特定时间内有大额流
水进出，存在“跑分洗钱”嫌疑。这条线索引起宜昌市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重视。彭某被传
唤到案后交代，其同班同学以3%的盈利抽成邀请他
参与“跑分洗钱”。

办案民警经过缜密侦查、顺藤摸瓜，将“跑分洗
钱”的上线下线30余人排查出来并全部抓捕归案，其
中多数为在校大学生。

“一些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对‘帮信罪’缺少警
惕和防范意识，对自身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犯
罪性认识不足。”吴春丽呼吁，大学生切不可为了蝇头
小利，向电诈团伙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支
付账号以及为电诈团伙提供技术支撑、宣传推广服务。

吴春丽同时呼吁，在校学生不要轻信“动动手
指，躺着就能赚钱”的骗局，远离网络兼职刷单，不点
击不明链接、不扫描不明二维码，发现被骗后注意保
留证据并及时报警。

家长作用至关重要
“购买网络游戏装备骗局丛生，小朋友们一定要

注意从正规渠道购买，避免大额支出，要将学习作为
主业。”8月26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百步亭派
出所沈胜文警务室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开讲“开学安全
教育第一课”，民警借助网络直播平台，生动讲解禁
毒、反诈以及防疫安全、校园安全等知识。

据悉，湖北公安机关4000余名校园安全责任民
警和法治副校长，协助学校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学
生权益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校园安全管理，每
学期举办针对全体学生的禁毒宣传防范和知识竞答比
赛。

湖北各地公安机关还依托1253支“少年警队”，
拓展“警校家”共建模式，提升学生、家长、教师、校车
驾驶人、随车照管人员的安全守法意识、自救自护技
能和应急处置能力。

“学生防诈骗，家长的作用至关重要。”湖北警方
提醒，广大家长平时要向孩子普及电信网络诈骗的手
段和防范知识，告诉孩子使用网络社交账号不要随意
添加陌生好友，不要泄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证号、银
行卡号、手机号以及相关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向陌生人转账。学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应及时向家长、老师报告、求助。

此外，家长要妥善保管好账户支付密码等关键
信息，在孩子使用完手机后，要仔细检查手机绑定的
相关账号是否有异常情况，若发现被骗应尽快报
警。 刘志月 来源：法治日报

斩断伸向学生的电诈“黑手”

现象:原产地盐售卖 动辄比普通盐贵四十倍
塞浦路斯晶片海盐来自塞浦路斯浓海水蒸发的

海盐，常常用来作为食物上桌前最后一道盐；波斯蓝
盐是世界上最稀有的一种岩盐，仅产自伊朗、巴基
斯坦等古老盐矿；法国灰盐来自法国的凯尔特海，
它含水量较高，湿润而脆薄，富含矿物质，是料理
多脂肉块的理想用盐……在商家的文案介绍中，每
一种盐都因为来自异域而别有风味和风情，比如

“天然的夏威夷火山红盐经过几百年的地壳内部的挤
压后才被发掘，红盐中混合有红色的火山泥，含有丰
富的矿物质，质地脆嫩，口感温和，适合烹饪各种各样
的烤肉。”“黑火山盐则混合有来自太平洋的海域收集
的海水，经过脱水蒸发而成，内含有活性炭物质，含水
量低盐度高，还带着焦糖的回味，适合用来烹饪重口
味的食材。”于是，一瓶425克的美国夏威夷黑盐促销
后的售价为169元，与普通袋装食用盐相比要贵了50
多倍。

喜马拉雅玫瑰盐则号称早在 2 亿 5 千万年前形
成，“纯天然无污染，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且
不含添加剂”（普通精制食盐需要使用抗结剂防止盐
吸水结块，而喜马拉雅粉盐是粗盐不需要使用抗结
剂）。一瓶200克研磨版的喜马拉雅纯天然岩盐售价
为58元。比普通食用盐贵40倍。

最有名的盐之花公认产自法国，在网上的售价约

在每克0.5元-1.5元，也就是普通食盐
的70倍-200倍左右！

有网友评论说这些色彩瑰丽的盐
撒到食物上，令人赏心悦目；也有网友说买这么贵的

“网红盐”纯粹是浪费钱、智商税。
专家:“特殊矿物质”无法一一检测
无论是喜马拉雅玫瑰盐、美国夏威夷黑盐、波斯

蓝盐等均以自然、原产地、含有特殊矿物质等为主打
“卖点”。这些“贵”的盐更有营养吗？食用更加安全
吗？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接受北
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商家宣称“喜马拉雅粉盐
含氯化钠98%以上，其余包括铁、钙、镁、钾、锌、硅、铜
等 80 多种人体所需矿物质，是名副其实的盐中之
王”。翻译一下意思就是纯度98%的食盐，剩下2%是
80多种杂质。

据说它的钙、镁、钾等元素的含量比普通盐多，所
以营养更均衡。可是除了钠以外的元素多，不就是杂
质多吗？以同样的逻辑，岂不是海水晒制的粗盐就比
精盐更有营养？其实盐里的微量元素是可以忽略不
计的（加入的强化剂除外），毕竟每天食盐摄入量太低
了。

纽约大学医院威彻斯特医学中心的临床营养师
Jeff McGrath曾表示，声称喜马拉雅玫瑰盐比普通食

盐更天然或更纯净的说法很难证实。事实上喜马拉
雅玫瑰盐中可能含有几乎无法检测到的元素，如果分
离和大剂量食用这些元素，如砷和铀，这些元素将是
有害的，“在当前的食品世界中，‘天然’这个词意义不
大”。

提醒: 盐只是一个调味品 通过吃盐补矿物质不
靠谱

根据资料，我国的食用盐主要有三类：海盐、湖
盐、矿盐。海盐：将海水引入盐田后经日晒而成；湖
盐：在有盐湖的地方，将盐湖中的卤水在盐田中晒制
而成；矿盐（岩盐）：从盐矿床开采的，岩盐深埋于地下
100米~3000米处。

盐的来源不同，在营养成分和价值上，没什么大
差别。按照“营养成分表”主要标注的就是这三种：含
钠；含钠、碘；含钠、碘、钾。

在2012年原卫生部修订《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
准》后，食盐不再允许添加除碘以外的营养强化剂。
至于钙、铁等矿物质，通过吃盐来摄入是不靠谱的。
盐只是一个调味品，并不是保健品，并不需要关注太
多的成分，只看钠、碘这两项足够了。

记者 蔺丽爽 来源：北京青年报

425 克“黑盐”售价 169 元

网红盐是网红盐是““智商税智商税””吗吗？？
一袋400克的食用精盐价格在3元左右，但近来在网络上，各类“网红”进口盐打破了

人们对盐的认知，喜马拉雅粉盐、波斯蓝盐、美国夏威夷黑盐、法国灰盐、盐之花……除了
包装精美，形形色色，以原产地为“卖点”，这些盐的价格更贵得惊人。例如一瓶425克的美
国夏威夷黑盐售价为169元，与普通袋装食用盐相比要贵了50多倍。

想获得免费游戏装备，扫描陌生人发过来的二维码，10岁小学生被骗走1.7万
余元；想“足不出户兼职赚钱”，大二学生网络刷单被骗1.6万余元……

9月正值开学季。《法治日报》记者从湖北省公安厅获悉，近年来，湖北省针对学
生及未成年人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断上升，特别是受疫情影响，网课时间增
多，学生接触网络增加，被骗群体向低龄化蔓延趋势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