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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 ，由
山 西 艺 术 职 业 学
院、省工艺美术协
会主办的“织梦”第
二届纤维艺术作品
展在千渡长江美术
馆开展。共展出作
品 62 件，是纤维新
材料、新工艺的艺
术表达。

张昊宇 摄

2021年12月10日，万柏
林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
人刘某侵犯公民信息罪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被
告人刘某以牟利为目的，单
独及伙同联通、移动、电信
营业厅工作人员，在未经被
收集人同意情况下，采用隐
瞒、骗取等非法方式获取公
民手机号及验证码，并出售
给上线人员用于注册抖音、
京东等账号。

法院判令刘某承担损
害赔偿金，并在省级以上新
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刘婧法官解释，“个人
信息保护法设置公益诉讼
条款，有利于解决个体维权
成本高、诉讼时间长等问
题，加大了对个人信息领域
权益保护的力度。可以说，
公益诉讼正在成为个人信
息保护利器”。

记者 陈珊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宿虎云）3 月 19 日，
高速交警一支队通报，受疫情
防控影响，近段时间高速公路
武宿 C 收费站拥堵严重。交
警建议，去往机场及晋中方向
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

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
武宿 C 出口拥堵严重，排队
车辆时常倒灌主线。为此，
交警建议前往机场或晋中
方向的车辆提前从南环沿
线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龙
城大街。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刘海君）3 月 18 日，
我市男子李某与朋友痛饮至
深夜，次日上午驾车出行时，
因车辆逾期未检被迎泽二大
队民警截停后，查出其仍属于
饮酒后驾驶。

3 月 19 日上午 9 时许，在
迎泽大街新建路口执勤的三
中队民警接到指挥中心指令
称，一辆逾期未检的轿车正沿
迎泽大街自西向东行驶。接
到指令，民警很快就发现并截
停了这辆轿车。车门打开，民
警隐隐闻到驾车男子李某身
上有些酒气，于是对其进行了

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
李某每百毫升血液中含有 26
毫克酒精，属于饮酒后驾驶
车辆。李某称，他前夜与朋
友痛饮至深夜，感觉睡了一
觉问题不大，没想到依然属
于酒后驾驶。

最终，民警对李某未按时
检验车辆的行为作出了罚款
200元，记 3分的处罚；对其饮
酒后驾驶车辆的违法行为，作
出了罚款 1000元，记 12分，暂
扣驾照 6 个月的处罚。民警
提醒大家，个体代谢酒精的速
度不同，如果前夜大量饮酒，
次日最好不要驾驶车辆。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王垚垚）想着
自行车比较旧，市民郭先生没有锁车就离开了，返回
时发现车子不见了。3月 17日，鼓楼派出所民警调取
公共视频，帮助郭先生寻回丢失的自行车。

当天下午 1时 35分，郭先生向鼓楼派出所报警，
称放在三墙路御花园酒店门口的自行车被盗。经了
解，郭先生刚才骑车到御花园酒店办事，他当时心想
自行车比较老旧，自己办事也就几分钟时间，索性就

没上锁，结果车子不翼而飞了。
民警立即调取酒店附近的公共视频，发现一位

老太太把自行车推走了。视频中，老人两手提着重
物，到了酒店门口尝试扫码共享单车，但试了几次都
没成功，此时看到放在旁边的自行车没有上锁，便将
两大包东西挂到车把上，推上车子走了。随后，民警
在酒店周边走访寻找，最终在府东街柳北口附近找
到了那辆自行车。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刘瑢）一名小
伙子出于好奇，下载了一款网贷APP，不想竟掉入诈
骗陷阱。3月 19日，杏花岭警方消息，幸亏民警及时
上门劝阻，帮助小伙子止损 3000元。

“有人说我的银行账号被冻结，让交解冻金……”
当天下午，家住伞儿树村的小伙子小贺向杨家峪派出
所报警。“这是网络诈骗，千万不要转账！”接到报警，
民警先在电话中提醒，随后立即赶往小贺家。

原来，小贺使用手机上网时，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下载安装了一款网络贷款软件，并试着申请贷

款。按照软件要求，他一步一步操作，可最后却被告
知“输错了账号，需要交纳 3000元解冻金”。

“之前安装的‘国家反诈中心’APP没有发出预
警提示，可我还是怕被骗。”小贺说，他担心自己的信
息泄露，便报警求助。

经查看，民警发现小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后，没有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随即，民警对小贺的
防诈骗意识提出了表扬，同时指导他如何使用“反诈
神器”进行APP自检、开启来电预警功能等，并告知他
一定要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有问题及时报警。

本报讯（记 者 陈珊）
丈夫以赌博“为业”，债台高
筑，于是联合妻子以“骗”养

“赌”，诈骗金额 32万余元。3
月 18 日，据省高院消息，近
日，忻州中院审结了一起因赌
博而引发的诈骗案。

2017年 8月，“90后”小伙
儿小黄因买彩票被骗了钱，不
信邪的他抱着“捞回本”的想
法，一头扎进了网络赌博。随
着参与次数的增加，赌瘾越来
越大，于是小黄决定和妻子阿
秀联手，以“骗”养“赌”。2019
年 7月，小黄以归还信用卡欠
款为由，向好友小胡借款 1.9
万元，拿到钱后，小黄随即“拉
黑”了老同学。看到丈夫并没
有因此“出事”，阿秀也学起了
丈夫的套路，开始了一系列诈
骗行为。

2020 年初，阿秀隐瞒已
婚的事实，在某聊天软件上
结识了网友大华，并和大华

建立恋爱关系，后伙同丈夫
以结婚为由骗取大华 24.6 万
元。同年底，阿秀在湖北省
十堰市与十堰市茅箭区小伙
小冬相识后，隐瞒已婚的事
实与小冬谈恋爱。其间，阿
秀以自己需要用钱、老家盖
房子等理由骗取小冬 4.3 万
元。 2021 年初，丈夫小黄使
用阿秀的“陌陌”账号聊天，
和西安人大勇“网恋”，后小
黄以老家需要用钱为由，骗
取人民币 1.2万元。

夫妻两人里应外合，骗到
钱款除用于日常生活外，都被
小黄用作赌资挥霍。2021 年
年底，两人被抓获归案后，如
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经
法院审理判定，被告人小黄犯
诈骗罪、赌博罪，判处有期徒
刑 5 年 10 个月，并处罚金 3.5
万元；被告人阿秀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7 个月，并
处罚金 2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杨沫）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时有发生。3月 19日，太原市反诈骗中心提醒广大
市民，陌生电话、未知链接、不明快递千万不要理会，
为以防被骗，请大家及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3月 15日，一名女子匆匆忙忙来到公安杏花岭分
局龙潭派出所。民警询问后得知，该女子接到一个
自称是临汾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告知其护照涉嫌
非法出境，要对其依法采取措施，而她并未出过国。
民警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并向其讲
解了当前常见的诈骗手段、特点和形式，帮助她下载

“国家反诈中心”APP，教她如何通过APP来识别、防
范诈骗分子。

然而，就在全市广大民警入社区、入企业、入学
校大力宣传反诈的同时，还是有人落入骗子的陷

阱。仅 3 月 17 日一天，我市就有 4 人被骗 300 余万
元。3 月 17 日 16 时，尖草坪区吴先生收到短信，称
能免费领取微波炉，吴先生联系对方后，进入支付
宝群聊，按照对方指引刷单，结果被骗 40万元；同日
20时，尖草坪区郑女士在家中添加陌生人微信，点
击对方发来的“美元指数账户”虚假链接被骗 184万
元；同日，小店区王先生在家中添加陌生人微信，加
入刷单微信群，按照对方指引操作，结果钱没挣着，
还被骗了 70万元；同日，万柏林区周女士在抖音投
简历后，添加陌生人微信好友，被拉入群聊，下载虚
假“旺购”APP，按照对方指引操作，被骗 43万元。

太原市反诈骗中心提醒大家，警惕各类网络兼
职，同时对个人银行卡账户、密码等个人信息做到严
格保密，多学习网络安全知识，学会防骗识骗。

倒卖微信账号 获刑3年
“我们根据最新监管政策要求，更新了用户服务协议及用户隐私政策……”近日，当记者在手机上打

开某APP时，出现了这样的“隐私保护提示”弹窗。近来，个人信息与隐私的保护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那
么，当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侵害时，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晋源区法院法官刘婧以案说法，给您支招。

微信账号实名认证后，竟成“商品”被不法分子倒卖，
最终流入电信诈骗集团用于犯罪活动。3月 18日，据晋
源区法院消息，该院对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
依法宣判。

被告人沈某通过多个微信群聊发布收购微信号码的
广告，并发展四名“下线”，“下线”把收购的账号信息以
350元至 400元的价格卖给沈某，沈某再将收购的微信号
通过“代理人”进行实名认证，再转卖给“上线”并从中获
利。被告人沈某供称，共买卖 2000余个微信账号，分别
卖给 7名“上线”，获利 20余万元。

电诈人员用沈某卖出的微信账号与太原市民辛某、

李某网聊，将两人拉进诈骗微信群，并向辛某、李某推荐
一款理财APP，介绍投资项目，同时使用另一个微信账号
在群内每日派发红包，引诱两人在APP上“投资”，辛某被
骗 10.9万元，李某被骗 8.8万元。

法院判定，被告人沈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
有期徒刑 3年，并处罚金 5万元。

刘婧法官解释，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安全竖起了一道法律
保障。“保护法施行以来，保护力度明显增强，任何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
制裁。”

公益诉讼助力信息保护

前往机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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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未检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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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骗养赌铤而走险
夫妻联手双双获刑

一天之内 4人被骗300余万元

市反诈中心发布重要提醒

大意忘锁车 民警帮寻回

下载网贷APP 险些被骗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