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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处报警电话：北区 0551-63513112；南区 0551—63828112

关注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各二级学院、相关部门：

疫情防控期间，为切实提高师生对各种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处置
能力，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校园安全稳定，现罗列近期校园
安全方面问题，警示全校师生提高警惕，引以为戒，防止造成财产损
失。



案例一：某日，张同学接到自己在某平台上售卖的游

戏账号有人购买的信息，欣喜之下便同意在社交软件上私

聊，在协商好金额后便在对方的指导下扫描了自称某平台

客服的二维码。在客服要求下，张同学在交了1000元保证

金后，被告知由于初次买卖要继续缴纳4000元抵押金。张

同学在懵懂中缴纳2500元后反应过来是诈骗便报了警。

案例二：李同学一开始接到一通电话被告知快递运输

途中快递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要进行理赔及疫情登记。之

后，下载全视通进行操作，最后给对方转账3456.7元。

案例分析：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

新型电信诈骗犯罪形式层出不穷，诈骗份子利用大学生同

情心、同理心、缺乏社会经验及辨别是非能力，一步步瓦

解大学生的心理，进而实施诈骗行动。学生需要克服侥幸

心理，提高警惕，切实做到“给钱不要、要钱不给”。辅

导员在后续工作中持续跟进学生安装 “国家反诈中心”

APP适宜，开通来电预警功能，加强防护。

2022年4月3日，广东中医大学城某宿舍突发起火，所

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并将火灾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 经初

步调查，起火原因为同学携带电动车电池回宿舍充电。

2022年9月5日，张同学骑行电动自行车在逸夫楼与机

电楼之间主干道路时，因车速过快与逆向骑行电动自行车

的王同学相撞，两人车辆受损，人员受伤。



案例分析：为加强非机动车管理，预防和减少交通、

火灾等安全事故，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合肥市已发布并

于2022年11月1日开始执行《合肥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

例》，学校也已印发《安徽建筑大学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暂行）》，加强校园电动自行车管理，维护校园交通安

全。师生员工驾驶电动自行车时需佩戴头盔，禁止超速、

载人、逆行等危险驾驶行为，经过人行横道时应礼让行人，

通过校门和禁止骑行的路段时需下车推行。

案例：2022年10月22日晚，肥东县公安局在工作中发

现吴某通过抖音平台发布不实视频称，“肥东梁园路又开

始抢米了，肥东明天要封城了。”经公安机关调查，吴某

将其10月20日下午到店埠镇梁园路某粮油点排队买米时拍

摄的视频配音，捏造事实发布涉疫不实言论，形成网络传

播，造成社会恐慌，影响恶劣。10月22日，肥东县公安局

依法对吴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

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

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

条之一【编造、故意传播虛假信息罪】编造虚假的险情、

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

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

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

公共秩序、干扰防疫大局等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

法追究。希望广大师生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有关信

息以各级防疫应急指挥部发布为准。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又来喽，一不小心就参与了个

上千亿的“大项目”，你的购物车塞满了吗？在狂欢购物

的同时许多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个特殊的“节日”快喊上

你爱“剁手”的朋友们一起收下这份防诈指南：

①许多商家为了给“双十一”造势预热，会提前“预

售”商品，以更大的优惠吸引消费者。不法分子利用商品

“预售”这个机会，以此为诱饵发送含有木马病毒的链接，

骗取消费者点击进入“钓鱼网站”。

②各大电商平台会以派发红包的形式，为“双十一”

活动预热。有不法分子借机会在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平

台，派发虚假“双十一”红包，诱骗大家点击，套取银行

账号等个人信息。

③“双十一”过后，由于快递包裹量急剧上升，导致

部分快递物流存在滞后的情况。这时不法分子会冒充客服，

假借事主所购买的商品出现产品质量、快递包裹丢失等问

题，称可以提供赔偿，诱导事主点击链接，从而盗刷事主

银行卡。

对于诸如上述诈骗手法我们要慧眼识别，谨记：

1.通过正规途径登录购物网站，谨防钓鱼网站；



2.不要直接给所谓“商家”的私人账户打款，不点击

和扫描来路不明的网址链接和二维码图片；

3.避免个人资料外泄，妥善处置快递单等包含个人信

息的单据；

4.如果被骗请及时报警。

1.警惕刷单诈骗！再怎么不甘心，

都要及时止损！

2.防火须不放过一点火种，防事故

须勿存半点侥幸！

3.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能造谣！

4.网络购物便宜多，支付流程要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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