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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身边的同事不断被诈

骗，来自重庆的小莫说：“大家对

网络诈骗的知识太少，希望相关

部门多宣传一些相关知识，让我

们知道怎样去防范，而个人也要

多谨慎、多注意，无论收到什么

信息都要时时警醒自己。”

“ 网 络 诈 骗 的 手 段 层 出 不

穷，让人防不胜防。”狮山宜兴

建筑工地负责人艾先生表示，

工 地 员 工 超 200 人 ，多 来 自 农

村，他们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而

且性格单纯、善良，不相信世界

上会有这么多坏人。

“ 两 起 案 件 的 诈 骗 手 段 并

不高明，但是事主是工地员工，

平时与外界接触较少，比较单

纯 ，始 终 信 奉 哪 里 都 有‘ 潜 规

则’，辛苦钱才打了水漂。而且

骗子均是早上行骗，希望引起

足够注意。”狮山镇小塘派出所

民警李汝波表示，接下来小塘

派出所将通过警方、工地负责

人、媒体等多种渠道，加大防诈

骗宣传力度。除此之外，警方

要求工地利用吃饭时、会议前

播放防诈骗等视频，时刻警醒

工地员工，提高大家的防范意

识。

撰文/李福云 通讯员 李汝波

■案例回顾
张三刚从四川搬到南

海的出租屋居住，他从电

台节目中得知，办理积分

入户需要提供居住证，于

是他到当地流管站申请办

理居住证，但却被告知不

能办理。那么，办理居住

证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流管员说法
国 务 院 颁 布 的《居 住

证 暂 行 条 例》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居住

证 暂 行 条 例》规 定 ，“ 公 民

离 开 常 住 户 口 所 在 地 ，到

其 他 城 市 居 住 半 年 以 上 ，

符 合 有 合 法 稳 定 就 业 、合

法 稳 定 住 所 、连 续 就 读 条

件 之 一 的 ，可 以 依 照 本 条

例的规定申领居住证。”由

于张三刚从四川搬至南海

的 出 租 屋 居 住 ，不 符 合 条

例 规 定 ，因 此 不 能 当 场 办

理 居 住 证 。 区 流 管 办 建

议 ，张 三 应 先 带 齐 以 下 资

料到当地流管站进行居住

登记，待登记满半年后，就

能办理居住证了。

（1）办 证 人 的 居 民 身

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

明原件及复印件；

（2）办证人的《广东省

居住证数字相片采集检测

回执》（提供读取二代居民

身份证芯片采集照片信息

服务的不用提交该回执）；

（3）在 本 区 居 住 的 有

效居住处所证明；

（4）填写《佛山市居住证

办理/流动人口信息登记表》。

（南海区流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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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多久才能办理居住证？

鲁某持伪造的居住证到龙华公安

分局办证中心办理异地身份证业务，

被民警当场识破并移交金宇派出所作

进一步调查处理。鲁某因涉嫌使用伪

造证件，已被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5 日。

1 日 11 时许，正是龙华公安分局

办证中心的业务高峰时间，办证大厅

里人潮涌动。河北籍男子鲁某申请

补办异地居民身份证，窗口工作人员

审核、查验鲁某提交的申请材料过程

中，发现鲁某的居住证很可疑，经登

录流动人口居住系统查验确定其并

无相应暂住信息，且证件印制粗糙，

疑为虚假居住证，窗口工作人员立即

向值班领导汇报。在当天值班领导

反复追问下，鲁某最终承认他的户籍

在河北省，身份证遗失后想在海口申

请 异 地 身 份 证 ，因 没 有 海 口 市 居 住

证，为了贪图快捷省事，便找人伪造

了一张居住在滨海派出所辖区的居

住证，想趁着民警工作繁忙时蒙混过

关，没想到当场被识破。鲁某对自己

的违法行为后悔莫及。

据介绍，此次是龙华公安办证中

心首次发现有人使用伪造居住证申

请异地身份证业务，也是海口警方首

次查获使用伪造的居住证案件。鲁

某因涉嫌使用伪造证件已被金宇派

出所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5 日，相关案

件仍在进一步处理中。

■法苑 男子使用伪造居住证被行拘

南海区新市民新市民

信息推送：
4 月 21 至 4 月 22

日,南海区普法办和南
海区流管办将联合举办
“共融共治 共建共享”
主题学法大赛，参与答
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
和 价 值 120 元 的 公 交
卡。详情请关注“南海
普法”和“南海区新市
民”微信公众号。

冒充熟人借钱 多名工地人员遭诈骗
一方是行骗多年的网络诈骗团伙，一方是心心念念要赚钱

养家糊口的建筑工地人员，最终上演了一场连环诈骗案，其中
以“冒充熟人借钱”诈骗手段尤为突出，占六成的发案率。

据警方介绍，4 月 11 日，狮

山 某 工 地 员 工 小 易 在 宿 舍 接

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开口就

说“猜猜我是谁”。小易凭着

声音，觉得对方的声音很像自

己的一位同事，猜测同事可能

是手机被偷换了新号码。

“ 你 是 xxx 吗 ？”小 易 询

问。对方爽快承认，并约小易

第二天早上 9 点到工地办公室

一趟。第二天上午 8 时许，那

位“同事”提前致电小易，说正

在谈事情遇到一些小麻烦，要

送 红 包 给 客 户 。 小 易 心 想 这

位“同事”平时为人不错，而且

在工地也算一个小头头，借点

钱应该很快就会还的。于是，

小 易 通 过 手 机 银 行 转 账 形 式

借出了 8000 元，谁料却中了骗

局。

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小曹。

3 月 27 日，小曹接到一个陌生

电话，对方一直追问他：“你在

哪 里 啊 ？ 你 不 认 识 我 了 啊 ？

在 哪 个 工 地 啊 ？”之 类 的 问

题 。 由 于 听 声 音 就 很 像 一 名

同事，小曹虽有点疑惑，却也

聊了几句。第二日早上 6 时 40
分，这位“同事”不停打小曹电

话，小曹回拨时，“同事”称在

和“领导”谈事情，需要向“领

导”发红包，后又以“领导”不

肯直接收红包为由，要求小曹

代为送了 3800 元红包。

真实案例

防骗小妙招

工地员工小莫正在看工地员工小莫正在看《《狮山树本周迅狮山树本周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