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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崔 丽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成为发案最

多、上升最快、人民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

犯罪类型。青少年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重

要目标群体，既是受害者，又易成为“工

具人”。中国信通院发布的 《新形势下电

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2020年）》显

示，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 63.7%为 90
后。2022 年全国检察机关审结未成年

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人数同

比上升 82.4%。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中央有关要求， 2023 年 11 月，

共青团中央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

开展“权益岗在行动：向电信网络诈骗

说不”专项活动的通知》。3900余个全

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和各省、市级权益

岗迅速行动起来，重点针对刷单返利、

“校园贷”、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网

络婚恋交友诈骗等突出问题开展相关工

作，累计开展活动两万余场次，覆盖人

次逾千万，合力筑起维护青少年权益的

坚实防线。

模拟法庭上演反诈实战

2023 年 12 月，一起特殊的“涉诈

刑事案件”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案件的被告人、

公诉人、审判长等由来自双林镇第二中

学的学生扮演。在南浔区人民法院工作

人员指导下，他们模拟案件审判的全过

程，在亲身实践中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的

手段和危害。

“庭审”中，扮演被告人的学生讲

道：“我让一些小朋友加我微信，把我

拉入他们的班级群，在群里冒充班主任

或者老师以收取资料费的名义骗学生家

长付钱，学生和家长都很容易相信。”

另一起“案件”则是关于购买游戏

皮肤的诈骗案，“我告诉这些小学生，他

们这个游戏账号里有很多绝版装备和皮

肤，只需 8.8 元就能买到，并以‘支付卡

顿’为由，要求他们多次重复转账”。

事实上，这些“案件”都来源于真

实生活，不少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过

类似的情况。“我上次就遇到了这种事

情，我回去要跟父母、好友说，要提高

警惕，防范诈骗陷阱。”一名双林二中

的学生提到。

作为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创建单

位，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未成

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发挥自身优势，联

合当地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反诈宣教，

深受青少年和家长欢迎。

为了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活动开

展以来，各地团组织联合权益岗精心设

计宣传活动，通过各种青少年喜闻乐见

的形式将反诈宣传融入日常生活。团浙

江省委联合各系统权益岗推出反诈知识

竞赛、反诈主题快闪夜市、反诈奶茶等

形式活泼的活动和产品；团山东省委举

办大学生反诈脱口秀大赛，将脱口秀表

达方式与反诈理论宣讲相结合；团河南

省委制作反诈动漫短视频 《拒绝当电诈

“工具人”》，扩大反诈宣传影响力。

合力筑牢反诈“防火墙”

“一个学生被诈骗了近 5000 元。”

2023 年下半年，吉林省维护青少年权

益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双辽分

局民警接到一通电话，来电的老师语气

十分着急，希望得到民警帮助。

原来，一次刷短视频时，学生杨乐

（化名）看到有人声称可以破解游戏的

“防沉迷系统”，于是添加了对方的联系

方式。在对方的哄骗下，杨乐不知不觉

转出了近 5000元。

发现被骗后，杨乐又急又怕，最终

向班主任老师说出了实情。双辽分局立

即联系协调该校驻地双辽市公安局卧虎

镇派出所，经民警大量研判分析和缜密

侦查，最终抓获了这一针对未成年人实

施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的团伙。

“对孩子的关心爱护，一定要主动

深入。”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

双辽分局民警薛志远介绍，这些犯罪嫌

疑人利用未成年人分辨能力差、防范意

识薄弱等特点，专门在短视频平台上发

布各种不法信息吸引未成年人，从而实

施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有的青少年害怕

被批评，不敢告诉父母和老师，导致报

警不及时甚至不报警。作为省级维护青

少年权益岗，双辽分局与驻地各学校老

师建立微信工作群，定期开展走访、宣

教活动，在教会孩子防诈知识的同时加

强摸排、侦查，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打好、打赢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人

民战争”，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充分

发挥扎根基层、覆盖面广的优势，广泛

联动各方资源，共同筑牢全民反诈的“防

火墙”。

浙江省嘉兴市联合快递小哥、网络青

年主播、文娱影视行业青年等组建“青主

播反诈志愿服务队”“青音反诈志愿服务

队”，通过移动反诈宣传公益广告、主播

说反诈、反诈脱口秀等形式，加强反诈宣

传；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分局组建青年反诈宣讲团，联合高校在

校内创建以学生为主体的志愿反诈服务

队，服务师生、企业员工达 3万余人。

教育、挽救孩子更为重要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行为是犯

罪。现在，我知道错了。”见到蓝姗姗

时，17岁的李志（化名）充满懊悔。

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福建省龙岩

市上杭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蓝姗姗已在未

成年人检察岗位工作十余年。近年来，她

处理了大量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让她感到痛心的是，“一些孩

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犯罪，为了一件游戏

装备、一部手机或者单纯的哥们儿义气，

最后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2023年下半年，她接手了一起涉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件，该案中 17 岁
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李志，让她印象深刻。

2022 年，正在当地读中专的李志，通

过网络游戏认识了一帮“好哥们儿”，对方

酷炫的游戏装备让李志羡慕不已，他知道

自己没有多余的零花钱来购买这些装备。

“我给你介绍一条路子，你把银行卡

出借给‘大哥’，他们的钱在你手上过一

道，对你没坏处，还有提成拿。”在“好

哥们儿”的金钱诱惑下，李志出借了两张

银行卡，并协助“大哥”进行人脸认证等

步骤，转入转出 6万多元。

虽然感到不妥，但抱着侥幸心理，他

一再铤而走险，前后获得 7000 多元提

成。后来“大哥”因涉嫌诈骗被抓，他向

当地警方自首。

“我真的很后悔，希望能将功补过。”

他主动配合司法机关调查，退还了违法所

得。蓝姗姗表示，经过对李志犯罪事实和

情节的综合分析评判，上杭县检察院对其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并与司法社工共

同制定帮教方案，开展精准帮教，帮助其

重返校园。

“半年考察期中，他每个月都会提交

一份思想报告。”蓝姗姗发现，李志不断

成熟起来，能够积极主动完成社工服务，

“确实进步了不少”。

如今，李志考入一所大专学校，开始

了新的人生。

专项活动开展以来，不少地方推行

“相对不起诉+社会公益服务”办案新模

式，针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较小的涉案

青年，鼓励其在社会公益服务中深刻反省、

悔过自新，摆正青春航向；一些地方团组织

联合劳动监察部门核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是否发布虚假、诈骗招聘和培训信息，有效

预防青年在求职过程中误入歧途。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守护青少年健康

成长。26 年来，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

始终奋战在为青少年办实事、解难题的第

一线。下一步，针对青少年领域其他突出

问题，权益岗还将联合开展更多专项活

动，凝聚起更多关心青少年成长发展的社

会力量，共同守护好祖国的明天！

向电信网络诈骗说“不”
权益岗在行动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继璇
记者 黄 冲

彩色毽子在空中翻飞，广东惠州文化

宫广场上，一群青少年在“反诈踢毽子”游

戏中玩得不亦乐乎。“密码不说，要钱不汇”

“要借钱，先电联”……毽子一落到地上的

标语圈，学生们就会大声背诵出圈里的反

诈标语，“反诈知识变得好记又有趣！”

2023 年 11 月以来，共青团中央等 15
部门联合开展“权益岗在行动：向电信网

络诈骗说不”专项活动，3900 余家全国维

护青少年权益岗及各省、市级权益岗，组

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反诈宣

教活动，在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和自护

意识、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明

显成效。

以“事事回应”换得“无事发生”

“我们往全市的学校跑，一个月内跑

了上百所学校。”广东省惠州市 12355 青

少年服务中心项目主管王琳介绍，专项活

动开展以来，中心紧锣密鼓地筹备反诈相

关主题活动，开展了 24 场活动，发放 1310
份宣传资料，覆盖青少年 1.4万余人，这些

都是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步一个脚印跑

出来的。

为向青少年输送更专业的法律知识

和反诈技能，服务中心联合广东卓凡律师

事务所组成送课团队，采取“你点单，我派

送”的模式，为学生送上“12355 开学法治

第一课”。该课程不仅覆盖城市学校，同时

更“精准滴灌”乡村学校，“农村地区教育

资源较为匮乏，要更加有效预防孩子们受

到网络诈骗”。王琳说，“按需点单”的模

式，让偏远的山区学校同样可以享受到优

质的普法服务。

在上海虹口，各系统维护青少年权益

岗积极行动起来，嘉兴路街道综治中心成

立“向电信网络诈骗说不”工作小组，开展

校园反诈专题教育 10 次、反诈专题联动

嵌入式宣传 30 余次，“我们坚持进学校、

进社区面对面宣讲”。工作人员高杰说，

“我们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愿以‘事事回

应’换得‘无事发生’”，一句话道出大家共

同心声。

寓教于乐，既用心也用“新”

以社工为主导，发挥社工站平台作

用，是云南省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服务中

心的一大特色。一次，一名青少年帮教对

象被诈骗分子盯上，中级社工师张宜鹏敏

锐地察觉到不对劲，经过询问，识破了诈

骗圈套，令其“幸免于骗”。张宜鹏注意积

累真实案例，“青少年更喜欢听身边的案

例故事，通过身边的人和事加以警示更有

针对性”。在他看来，只有对每一名服务的

青少年多上心，对每一次宣教活动多用

心，才能让反诈内容真正入脑入心。

在此次专项活动中，各地权益岗尽显

“用新”之举。今年 1 月，广东惠州工人文

化宫广场上人头攒动，琳琅满目的摊位前

是 12355 青少年服务中心带来的“反诈套

圈圈”“反诈连连看”等各类反诈游戏，编

成顺口溜、小公式的防诈知识融合在新奇

有趣的道具中，引发青少年的参与兴趣，

同时鼓励他们积极思考，掌握防诈技能。

对于这些创新“沉浸式体验”设计，王琳

说：“我们希望反诈活动深入浅出，让青少

年有参与感，产生共鸣。”

道具新，机制更要“新”。重庆两江新

区团工委探索形成“政府+公益基金+社

会力量”工作机制，联合四川发现（重庆）

律师事务所，依托“发现少年”公益项目，

拓宽活动资源与覆盖面，探索青少年权益

维护工作本地化发展机制，吸引更广泛的

社会力量参与到活动中来。

拒绝电诈，从“听入耳”到
“说出口”

“现在网上信息真假难辨，孩子受到

诈骗可咋办？”为减少家长们的担心，新疆

伊宁市第三小学设置“儿童护航信箱”，开

展反诈宣传家长会等活动。多次参加活动

的学生买热帕提·艾克拜尔颇有心得地

说：“作为小学生，我们要正确使用网络，

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勇敢说不，学会用法

律武器保护自己。”

“小朋友很喜欢学习反诈知识，还会

把看到的新的诈骗案例告诉家人，有一个

小朋友成功阻止了奶奶被骗。”四川发现

（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微认为，青少年

参与热情高，学习能力强。他们既是接收反

诈知识的受益者，又是传播反诈知识的生

力军，从“听入耳”到“说出口”的过程中，可

以辐射到更大范围和人群，在整个社会营

造反诈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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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宁开展反诈灯谜活动。 新疆图书馆组织开展“远离诈骗陷阱，争当文明少年”活动。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在向阳街道北安社区开展“向电信网络诈骗说

‘不’”普法讲座。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在向阳街道北安社区开展“向电信网络诈骗说‘不’”普法讲座。

福建莆田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开展反诈宣传。

上海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社

工带领孩子们参与互动游戏。

广西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检察院到桂林市城北

小学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福建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开展防电信诈骗

宣传。

广西新城派出所走进社区开展预防电信诈骗

宣传活动。

山东省曹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在电视台开展直播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