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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锚鱼是一种快速捕鱼法，也是禁止使用的垂钓方式。然而一些
钓友为提高“上鱼”效率，采用这种非正常方法，将鱼儿收入囊
中。为此，潍坊市公安局民警提醒广大市民，选择合法途径垂钓，
保护生物多样性。

　　案例回顾
　　近日，潍坊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无人机随警作战组在开展警务空
中巡逻期间，发现有群众在冰面聚集，执勤警力利用无人机摄像镜
头发现冰面散落着冰下拉网器、渔网、渔获，两名钓友通过在冰面
开孔、冰下拉网、放置可视锚鱼竿的方式进行锚鱼，周边还有5名群
众围观，执勤警力对现场进行图像采集，通过机载喊话器开展政策
宣传，告知冰面断裂、锚钩伤人的潜在危险，“可视锚鱼”人员听
到无人机喊话后，迅速将锚鱼竿撤回，聚众人群被成功劝离。

　　什么是锚鱼、可视锚鱼？
　　锚鱼是一种不用饵料，利用锐利的锚钩等工具直接刺捕鱼类
的掠夺性捕捞方法。可视锚鱼是在锚鱼的基础上增加了显示器和
水下摄像头，提高了命中率和杀伤力。使用锚鱼竿存在极大的安
全隐患，容易勾住人体面部、四肢等部位，可致伤致残，在特定
流域禁渔区、禁渔期锚鱼还涉嫌违法犯罪。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保护水
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
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使用炸
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
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
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
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在禁渔区或者禁渔
期内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使用
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
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
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
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
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
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
物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警方提醒
　　钓鱼是一项休闲活动，市民在享受钓
鱼乐趣的同时，应选择合法途径垂钓，切
勿采用明令禁止的非法渔具捕鱼，也切
勿在禁渔期、禁渔区捕鱼。

  什么是锚鱼
为什么被禁止使用
□本报记者 王晓萌

常见网络兼职诈骗类型

　　“高薪诱惑”型
　　“日赚千元，轻松上手，无需经验！”
这些看似诱人的高薪兼职，往往是骗子设下
的圈套。他们利用人们急于赚钱的心理，诱导
交“保证金”“培训费”等，最后卷款跑路。

　　“刷单返利”型
　　“刷单兼职，一单X元，多劳多得！”这种
兼职看似简单，实则是典型的刷单诈骗。骗子先
让受害人尝到甜头，随后以“任务升级”为由，
要求垫付更多资金，受害人最终血本无归。

　　“虚假平台”型
　　一些兼职招聘方声称为了“方便结算”，要求
在不明平台注册账号或下载陌生App，实际上，这些
平台可能是为了盗取个人信息所设，甚至利用他人账
户进行非法活动。

　　“传销诈骗”型
　　“发展下线，躺着赚钱！”这种兼职实际是拉人
头、传销式骗局。一旦陷入，不仅自己被骗，还可能连累

亲朋好友。

　　“虚假投资”型
　　骗子伪装成投资顾问或者理财专家，向目标人群推荐一些
“高收益投资项目”，通过伪造投资收益截图、编造成功案例等

各种手段诱骗受害人投资，之后以各种理由拖延或者拒绝返还本
金和收益。

牢记五个防骗技巧

　　警惕天上掉馅饼
　　任何声称“零门槛、高回报”的兼职，都要保持警惕。看到高薪兼职信

息时，冷静分析，避免被高薪诱惑冲昏头脑。

　　核实信息很重要
　　在兼职前，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核实
招聘方的资质。可以查询公司注册信
息，还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
渠道，查看兼职公司的口碑和评价。

　　不轻易交费用
　　要求入职前预先交保证金、押金、
体检费、培训费等费用的工作岗位，多
为骗子的圈套。

　　保护好个人信息
　　不要随意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银
行卡等个人信息。如果网上的兼职要求
在不明平台注册账号，务必谨慎操作。

　　莫成为“帮凶”
　　上网时遇到刷单、平台点赞、App
推广试用、帮助网络转账等兼职时，一
定要擦亮眼睛，绝不能让自己成为犯罪
分子的“帮凶”。

———  警方提醒 ———

　　临朐公安提醒，如果发现被骗，第
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或前往当地公安
机关报案，同时，保存好聊天记录、转
账凭证、对方账号等信息。
　　网络兼职虽便利，但风险无处不
在。请大家牢记以下几点：
　　不轻信，对高薪兼职保持警惕；
　　不透露，保护个人信息，不随意
泄露；
　　不转账，凡是要求提前交费的，一
律拒绝；
　　不贪心，脚踏实地，远离“一夜暴
富”的幻想。

面对网络兼职 不轻信不转账

　　如今，外出旅游成为不少群众放松
身心的方式之一。景区门票加上酒店住
宿，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他们便在网上搜寻特价机票，来节
省旅游支出，殊不知，网上一些特价机
票的帖子暗藏猫腻，稍有不慎便被套
路。寒亭公安提醒，在购买机票时应
提高警惕，切勿掉进“特价机票”的
骗局。

　　案例回顾
　　近日，市民张女士计划乘飞机出
行，为了买特价机票，张女士在某互
联网平台查找折扣票的购买攻略，一
篇“低价购票”的帖子吸引了她的注
意。发帖人自称“有渠道”，可以代
购打折机票，张女士便按照帖子里留
下的联系方式，添加对方为社交平台
好友。比价后，张女士发现，对方提
供的价格确实是全网最低价，她以为
捡到了“便宜”，在核对了航班信息
后，便向对方转账1300元。转账后，

张女士迟迟没有收到购票订单，当她询
问出票时间时，对方告知目前购买机票
的人太多，需要排队等候。没多久，张
女士再次联系对方，发现自己被拉黑
了，张女士这才意识到被骗，立刻报
了警。

　　警方提醒
　　广大市民应到官方渠道、正规平台
购买火车票、飞机票等，切勿与陌生人
私下交易，以免掉入骗子圈套，造成钱
财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
　　除了警惕“低价”“特惠”陷阱，
也不要轻易相信网上发布的广告信息。
　　如不慎被骗
或 遇 可 疑 情
形，请注意
保 护 证
据，立即
拨打1 1 0
电 话 报
警。

“特价机票”套路多 贪图便宜要不得

□本报记者 王晓萌

  在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想通过网络兼职
来增加收入，但网络兼职的背后隐藏着不少陷阱，稍不注意
就可能被坑被骗。网络兼职要避开哪些“坑”？如何守好自
己的“钱袋子”？临朐县公安局民警为您解答。

□本报记者 王晓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