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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网水七项指标检测结果（2023年12月31日汇总报告）

以上公示数据由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兰州监测站检测并提供。

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12月）供水水质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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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厂水增加的水质非常规指标及参考指标的检测结果（2023年12月31日汇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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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学生一直以来都
是警方反诈宣传工作的重点对
象，在反诈民警线上+线下全方
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推广
下，“国家反诈中心”App 下载率
很快提升。在用户收到涉诈短
信、点击涉诈链接时会收到相应
的提醒和拦截。

“可怕的是，诈骗分子会预
判我们的预判。”郝云龙说，为
应对“国家反诈中心”App，诈骗
分子设计了专门的术语。“我们
已经跟国家反诈中心签订了协
议，凡是下载 App 都会收到这
个短信，但是你把它删了就可以
了。”此外，诈骗分子还会对受
害者作进一步提醒，比如非官方
链接不点，个人信息不要透露，
借此放松人们警惕，打消人们顾
虑，以便进行诱骗。

提及根据电信诈骗真实事
件改编的电影《孤注一掷》，李
嘉璐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人
有两颗心，一颗是贪心，一颗是
不甘心。她说，诈骗团伙洞悉人
性弱点、利用各种心理效应布下
陷阱，抓住人的贪心和不甘心，
是诈骗的底层逻辑。

郝云龙在反诈科普中发现，
很多人总觉得诈骗离自己很遥
远，觉得自己足够聪明不会落入
骗局。但并非高学历和高智商
的人就不会被诈骗，事实上有些
人之所以被骗恰恰是因为过于
自信和自以为聪明。“哪怕知道
可能是个骗局，有的人也会抱着
跟骗子过招的心态试一试，最后
就真的被骗了。”

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
不离其宗。结合自身科普经历，
郝云龙送出大学生反诈防骗六
大“宝典”：陌生链接不点、陌生
好友不加、刷单返利不做、赌球
博彩不碰、网店借钱不转、“国
家反诈中心”App 一定下载。

据《中国青年报》

反诈防骗涌现大学校园力量

大学生“卧底”诈骗群“沉浸式”反诈
“这个软件内部类似于赌博页面，但是诈骗分子把它伪装成

一个慈善软件，子菜单页面都改成公益、捐献等内容，这样就给大
家一种自己是在做公益项目的错觉，放松了警惕。”2023年12月
22日，在2023“青春无诈”校园反诈防骗短视频征集活动揭晓及
交流会上，东北大学冶金学院研究生郝云龙和现场的大学生分享
了自己与骗子斗智斗勇的故事。

2022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针对1507名青年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71.7%的受访青年表示自己曾遇到过网络诈骗。天津
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四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李嘉璐认为，大学生由
于社会经验少、触网时间长，对日益翻新的诈骗手段辨识能力不
足，很容易成为网络电诈分子的目标。

如何提高防范意识，有效预防电信诈骗，成为平安校园建设
的重要课题。

作为反诈防骗科普博主，郝
云龙在多个平台为网友普及反
诈知识已有一年半。他“刷单”
险些被诈骗的经历尤为惊心动
魄，他“卧底”诈骗群，与诈骗分
子斗智斗勇，进行了“沉浸式”反
诈。

2023年3月，他被一名自称
某平台驿站快递员的人拉进一
个QQ群，“他说我的快递出现了
一些问题，需要跟他进一步沟
通”。进群之后，“快递员”并没
有跟郝云龙沟通所谓的快递问
题，反而是引导他下载某“专业”
软件进行刷单。

打开该软件，郝云龙发现开
屏界面写有“慈善无涯，大爱无

疆”八个字，“我以为是做公益，
就放松了警惕”。完成了5笔订
单后，他赚到了约 200 元佣金。
随后群主开始让他进行垫付刷
单，不断刷屏的消息显示，垫付
的金额从最初的 800 元到最后
的 8 万元不等，佣金高达 50%。

“肯定会有人心动，垫付 8 万就
会有 4 万佣金。”但如此“垫付”
模式，让郝云龙起了疑心。

这时，群里的“托儿”们不断
烘托氛围，“我报名，我垫1万2”

“这把垫笔大的”……几千人的
群里不可能都是“托儿”吧？郝
云龙一度有些疑惑，后来他通过
调查发现，诈骗分子内部分工非
常明确，群里的导师、大部分发

言者都由骗子饰演，再通过编写
脚本，利用人工智能在群里发消
息。“群里 2000 多个人，真人可
能不超过10个。”

接着，郝云龙查询到该“专
业”软件中提示的公司名称，发
现 该 公 司 确 实 存 在 ，并 且 有
2000 多万元的注册资本，但实
缴资本为0。“也就是说，这是一
家彻头彻尾的空壳公司。”他立
刻添加群中其他正在刷单的人
进行提醒和劝阻。

李嘉璐提示说，刷单诈骗是
以刷信誉、刷销量以及足不出户
就可日赚佣金千元等为借口，诱
骗人们到网络平台上购买特定
商品，并承诺将本金和佣金一并

返还。受害人一旦进行刷单，随
后会让其加大投入，然后以各种
理由拒不返还本金。

“你一定会遇到电信网络诈
骗，这句话已经不是危言耸听。”
李嘉璐在反诈工作中发现，上到
八十几岁的老人，下到二三年级
的小学生，都有被诈骗的经历。
她梳理了校园频发的 3 种诈骗
方式：一是刷单诈骗，二是虚假
游戏交易、购物和服务类诈骗，
三是虚假征信类诈骗，也就是冒
充京东白条、金条的客服，以影
响个人征信需要注销贷款或者
是以消除贷款记录为由，诱骗受
害人贷款并将钱款转到骗子指
定的账户实施诈骗。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飞速
发展，电信诈骗等非接触型网络
犯罪多发频发，犯罪手段多、变
化快，给人民群众造成经济损
失。李嘉璐表示，“青春无诈”校
园反诈防骗短视频征集活动的
开展在全国大学校园里掀起一
股反诈热潮，学生在参与过程
中，通过对自身及身边同学经历
的再现，会对反诈防骗有更深刻
的理解，增强反诈防骗意识。

2023“青春无诈”校园反诈
防骗短视频征集活动中，天津大
学、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9个
高校获评优秀组织单位；哈尔滨
工程大学报送的《百发百中“诈
骗公司”》，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市昌平区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中心报送的《96110》等作品获评
优秀作品；中国海洋大学报送的

《反诈RingRingRing》、四川农业
大学报送的《我是“甄郝片”之网恋

篇》、长春科技学院报送的《贷》等
作品获评精品作品。其中“校园
反诈防骗小剧场”占比最高。

大学生们运用喜闻乐见的
新媒体形式创作拍摄短视频作
品，进行反诈防骗的“花式”宣
传，揭露诈骗危害、科普防范方
法，警示大学生切勿贪图小利，
绷紧防范之弦。近1500部短视
频作品针对校园贷、网恋、刷单
等多种诈骗手段加以展现、提

示，运用歌舞、默剧、快板、漫画、
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覆盖面
广，趣味性强，创新点多。

《百发百中“诈骗公司”》视
频，由学生自编自演，讲述诈骗
分子利用奖学金发放、资料赠
送、快递赔付等手段骗取学生
个人信息，真实演绎诈骗分子
围绕校园场景常用的诈骗手段
和话术，提醒同学们在日常生
活中不断增强反诈骗能力。

与诈骗分子斗智斗勇

大学生运用新媒体花式反诈进行防骗宣传

反诈防骗
六大“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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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流行高峰期，网络上也出现
过类似于“电解质水应该什么时候喝才有
效果”“电解质水平衡与健康”“阳了在家
自制电解质水靠谱吗”等热门话题，多个
饮料品牌甚至一度出现电解质水脱销的
情况，可谓是“一水难求”。

近日，多地医院给发烧患者发放电解质
水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引起广泛讨论，中新健
康走访北京的一些医院发热门诊也看到，不
少门诊有电解质饮料供应，患者可自行购买。

北京朝阳医院感染和临床微生物科
副主任李冉介绍，很多患者在发热的时
候，医生会建议他喝一些电解质饮料，主
要是因为发热的时候会出很多汗，会带走
很多身体的水分以及电解质，如果不及时
补充，尤其像老人小孩等群体会出现脱水
情况，而电解质饮料中含有人体需要的氯
化钠、钾、镁这些常规的电解质。

李冉提醒，电解质水只能起到补充体
液的作用，并不能用来预防甲流乙流。预
防流感的方法主要还是戴口罩，勤洗手，
开窗通风，以及注射疫苗。

目前市面上的电解质产品众多，大家
在高烧恢复或流感居家自愈的过程中该
如何选择呢？李冉表示，口服补液盐是首
选，其次是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没有
糖尿病的人群可以选择有糖的电解质饮
品，因为葡萄糖是人体所需要的能力，有
一部分患者在发热时食欲下降，需要补充
葡萄糖。

在社交媒体上，有一部分网友晒出自
制电解质水的教程，主要原料包括柠檬、食
用盐和白糖。对此，专家表示，自制电解质
水是利用柠檬中的钾离子、食盐中的钠离
子、白糖中的葡萄糖成分等来维持机体平
衡。身体脱水、急需补充电解质的情况下，
这种自制电解质水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
用。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工程学院教授、中国食品科技学会理事范
志红也曾在其微博写道：“在家里可以自
制补充电解质的饮品和汤羹。比如加入
少量盐的番茄汤、青菜汤、鸡汤煮白萝卜、
甜玉米粒汤、豌豆汤等。茶水、果汁、甜饮
料加盐也可以。” 据中国新闻网

得了流感，喝电解质水管用吗？
近日，北京、西安、武汉多地医院给发烧患者发放电解质水，有网友称赞此举暖

心。与此同时，电解质水有何作用，能否预防流感等问题也引发关注。冬季是呼吸
道疾病传染高发季，互联网上出现了不少养生和预防疾病的科普建议，其中就有高
烧后使用电解质水的指导内容，也有博主分享各类电解质饮品的成分，以及教大众
如何自制“电解质”饮品的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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