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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消防新规开始实施

影响消防车通行
将被依法处置

汇总购物骗局 提醒市民留神陷阱

公共消防设施是社会防灾体系
和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提升抗御火灾和其他灾害事故能力
的基础性保障。本市自11月9日起
开始实施《天津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
条例》。
公安机关应当规范市政道路车辆

停放，对道路交通范围内占用、堵塞、
影响消防车通行的车辆依法处置，开
展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现场及周边道
路的交通管制、指挥、疏导工作，保障
消防车通行。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对占
用城市道路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严格
管理，疏通道路，满足消防车通行要
求。商业集中区、人流物流集中区的
管理单位应当加强主要出入口管理，
保障消防车通行需要。公安、城市管
理、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将公路和城
市道路等限高限宽设施的位置权属信
息与消防救援机构数据交换和共享，
对违规设置的限高限宽设施依法处
置。公路和城乡道路限高限宽等设施
的设置单位或者道路管理单位应当制
定并落实保障灾害发生后消防车能够
顺畅通过的应急措施。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

保护范围内的公共消防设施，应当按
照有关的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
置。隧道、设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
和大型客货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区的
高速公路服务区，应当配置与灭火救
援相适应的消防装备和消防器材。
鼓励在大型住宅区、公共建筑群、大
型商业综合体、大型公共文化场所和
建筑高度超过百米的公共建筑建设
高于国家标准的公共消防设施和建
筑消防设施。

新报记者李文博

从天津空管部门获悉，日前，随着
CA2922和GS6499两架飞机在天津
机场东、西两跑道同时安全落地，天津
机场EoR试验运行正式启动。EoR
技术在天津机场的首次应用，不仅标
志着天津EoR程序安全可靠，还为本
地区空中交通管制指挥效率和机场通
行能力提升提供有效保障。
此次试验飞行所涉及的EoR项

目是中欧民航合作重要研究项目之
一。作为试点机场，民航局于2020年
起组织开展对天津机场EoR技术的
理论研究工作及应用推广工作。EoR
运行期间，天津机场改变现有一条跑
道起飞，另一条跑道落地的运行模式，
充分利用双跑道资源，让落地飞机在
互无影响的状态下在两条跑道同时落
地，有效提升整体运行效率，提高机场
小时高峰容量。
近日，民航天津空管分局运用该

技术圆满完成5对进港航班的同时进
近、落地，首日EoR试验运行取得圆
满成功。

新报记者张珊珊

天津机场启动EoR试验运行

利用双跑道资源
5对航班同时落地

一年一度的“双11”再次点燃消费者热情，各大购物平台的“预
售”模式也已经开启。然而，“双11”不仅仅是买家与卖家的盛会，也
可能是网络诈骗人员的“狂欢”。天津反诈中心汇总近期购物骗局，
提示市民开心购物的同时要警惕背后的陷阱。

冒充客服操作“退款”

市民小王接到一个自称某电商
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准确报出了小
王近期购买的化妆品名称和订单号，
并称商品被检测出质量问题，现在要
进行全额退款赔偿。随后，客服让小
王添加了一个QQ号，并在QQ上指
导她进行退款操作。客服先是让小
王打开支付宝，查看借呗额度，并让
小王从借呗中借出一笔钱，转到指定
的“安全账户”，声称这是为了验证小
王的身份，退款完成后这笔钱会自动
返还。小王按照客服的指示操作后，
却发现自己不仅没有收到退款，还被
骗走了从借呗中借出来的5万余元。

直播间买珠宝卖家消失

张先生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一场
直播推销翡翠手镯，精致的款式和低
廉的价格让他心动不已。他随即联
系主播索要购买链接，并按照指引加
入了客服的聊天窗口。客服发来的
购物链接显示支付失败，对方便提出
他可以直接通过银行卡转账完成购
买。张先生未多想，通过手机银行向
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6500元。付款
后，他发现无论是直播间还是卖家账
号都消失无踪，彻底失去联系。意识
到被骗后，张先生迅速报了警。

低价售卖相机骗局

李先生在朋友圈刷到一则诱人
的信息，宣传低价售卖相机。正好打
算购入一台相机的李先生顺势点开
广告，页面引导他添加了一个企业微
信好友，李先生立刻与对方客服沟

通。对方表现得十分专业，还给出了
多种相机型号供选择。选定相机后，
对方要求他将费用分两次转到指定
银行账户。李先生按要求向指定账
户转账1万余元。然而，当他再联系
对方确认发货时，发现自己已被拉
黑，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团购”手机预付款打水漂

在网上发布开箱视频，展示自己
刚刚购入的最新款手机，主播表示如
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考虑搞一次团购，
价格十分诱人。张某赶忙添加了主
播的微信号，又担心网上购物不靠
谱，经过沟通达成一致，张某先预付
一半的货款，等手机到手并验收后再
支付余下的款项。张某支付预售款
后，先是收到了一个显示在运输中的
快递单号。转过天来，卖家联系张某
称快递出现问题，原有的单号作废，
需要换一个新的单号。然而，新快递
单号始终没有收到。等了一段时间，
张某发现自己被对方删除了微信好
友，而网上的短视频账号也已注销。

没挡住扫码抽奖“诱惑”

市民马先生手机收到名为“双11
狂欢购、XX旗舰店坚果大礼包”的邀
请卡信息。随后，其通过支付宝扫描
邀请卡上的二维码进入群聊，并下载
对方指定的App参与抽奖活动，只需
要听完歌曲便可领取佣金，马先生按
对方要求完成两单任务后，系统提示
数据异常，称要以用现金方式修复系
统，要求马先生邮寄2万元现金到某
门店。马先生寄现金后发现被骗，共
计损失2万余元。

刷单不停等不来的“返利”

市民林女士收到一个内含“某电
商”感谢信的陌生快递，附有“双11
狂欢0元领三重豪礼”的宣传单，刮
开涂层后显示“中奖”了。“客服”以想
要免费领取礼品先要完成任务为由，
诱导林女士下载某App刷单。她按
照“客服”指示不断刷单，小赚一笔
后，“客服”突然告知她某个操作步骤
出现了问题，要想继续返利，需要支
付25万元来修复出错的操作，得到
林女士同意后，对方又以线上不能进
行大额转账为由让她去银行取出现
金，然后预约网约车让司机将打包好
的现金包裹送到指定地点。没想到
现金寄出后，林女士发现自己仍旧无
法获取“返利”，“客服”又以“修复信
誉”等理由要求她继续付钱。直到她
资金不够，对方要求她去某平台贷款
时，林女士才意识到被骗。

银行卡瞬间被转走近3万元

市民李先生在手机朋友圈点击了
一个电商平台抢红包的链接，显示抢到
了188元的“现金礼包”，按链接上的提
示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等信
息后可进行提现。李先生按照要求操
作后，银行卡随即就被转走了27500
元。这是骗子瞄准“双11”各大电商企
业大发红包的做法，制作山寨网页，借
此收集大量个人信息，进而实施诈骗。

帮好友“代付”被骗

杨先生收到好友“刘某某”的信
息，请求帮忙代付购买一款包包，杨
先生信以为真，按照“刘某某”提供的
二维码扫码进入到亚马逊购物页面，
根据对方要求，先付定金才能抢购包
包，杨先生便按客服提供的转账方式
向对方付款和转账，后经与朋友核实
发现并无此事，杨先生这才意识到被
骗，损失共计2万余元。

这段时间诈骗案例分为冒充电商

类物流客服诈骗、虚假购物类诈骗、刷

单返利类诈骗，以及虚假红包等几类。

“双11”期间，各种抽奖活动较多，

消费者收到这类信息后一定要仔细甄

别，向官方客服联系求证。网购时一定

要选择正规交易平台，不脱离官方平台

进行交易，对避开正规购物平台，要求

添加微信、QQ开展交易的卖家，一律

停止交易。购买商品时不要贪小便宜，

要对异常低价的商品提高警惕，凡是在

购物前需要先行充值、垫付资金、交付

手续费、保证金等均为诈骗。遇到“账

户异常”“缴纳保证金”等情况务必谨

慎，不轻易汇款、转账。

同时，记住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

描陌生二维码、不随意加入陌生群聊，

如果经常在网上购物，建议在手机上

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为自己创造

安全的防护网。

新报记者张艳

民警提示

连日来，1000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飞抵本市七里海国家级湿地保护区。罕见的是，湿地内一头麋鹿正

走出苇荡觅食，恰巧与东方白鹳群同框相遇。 新报记者钱进通讯员韩克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