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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国邮政于 6 月 1 日发行
《儿童画作品选》 特种邮票一套 3 枚 （图①）。图案分别为：
“我的中国梦”“国粹之韵”“希望与梦想”。该套邮票紧密
围绕主题，展现出少年儿童对党的领导下伟大祖国的美好
祝愿、热爱和自豪。品赏我国发行的儿童画作品邮票，方
寸之间充满了童真童趣。

我国首套儿童绘画作品邮票，是 1983 年 6 月 1 日发行的
《儿童画选》 特种邮票一套 4 枚 （图②），图案分别为“给妈
妈抓痒”“我爱长城”“小猫咪”和“太阳、小鸟、花和
我”。

1987 年 6 月 1 日发行的 《我们的节日》 特种邮票一套 2
枚 （图③），图案分别为“节日快乐”和“和平幸福”。

1989 年 6 月 1 日发行的 《儿童生活》 附捐邮票一套 4 枚
（图④），图案分别为“我的好朋友”“企鹅，你好”“我的
鸟”和“拍球”。

1996 年 6 月 1 日发行的 《儿童生活》 特种邮票一套 4 枚
（图⑤），图案分别为“欢乐心声”“助人为乐”“南极考
察”和“绿化家园”。

2000 年 6 月 1 日发行的 《世纪交替千年更始——21 世纪
展望》 纪念邮票一套 8 枚 （图⑥），图案分别为“奔向新世
纪”“我造大桥通台湾”“树上宫殿”“保护地球”“新世纪
交通”“遨游太空”“地球变年轻了”和“世界和平”。

2009 年 6 月 1 日发行 《祝福祖国》 特种邮票一套 4 枚
（图⑦），图案分别为“我爱中华”“快乐生活”“热爱和
平”和“从小爱科学”。

方寸映童心
——品赏我国发行的儿童画作品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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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
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负责人魏亮向媒体
记者表达了做好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
作的部分观点意见。

行业反诈工作前期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高度重视防
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立足本职本
责，按照“聚焦重点、技管结合、落实责
任、标本兼治”的总体思路， 持续推进
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工作，并取得阶段性明
显成效。2020 年全国诈骗电话月均被举报
量较 2016 年下降 43%，为有效遏制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技术防范能力方面，目前已初步建
成覆盖各地方、各企业的技术手段，仅
2020 年 国 务 院 联 席 办 “1 · 14” 会 议 以
来 ， 累 计 拦 截 涉 诈 电 话 7.3 亿 次 、 短 信
15.5 亿条，处置涉诈号码 1865 万余个。在
行业基础管理方面，组织开展涉诈电话卡
专项行动，重点整顿办卡、收卡、贩卡等
环节违法违规行为，仅 2020 年就通报点名
和约谈问题企业 69 家 123 次。在联防联控
治理方面，建立部、省企业三级联动协调
机制，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同配合，累计
为 各 级 公 安 机 关 提 供 涉 诈 线 索 近 100 万
条，协助劝阻受害用户 293 万人。

此外，各地通信管理局、相关企业在
工作中也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取得
了 很 好 效 果 ， 如 中 国 电 信 连 续 5 年 开 展

“长春”专项行动，在云南重点地区、物
联网卡重点业务治理方面成效明显；中国
移动在行业内率先实现对涉诈失信人员的
限制；中国联通依托大数据分析处置平台
实现涉诈号码一点处置；江苏、福建、山
东、广东、四川等地的通信管理局形成较

为完备的反诈技术体系，并通过跨部门、
跨区域、跨企业联动快速有效处置涉诈信
息，取得明显治理效果。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呈现的新趋势

当 前 ，“ 赌 博 杀 猪 盘 ”“ 刷 单 贷 款 ”
“投资理财”等诈骗行为频繁发生，我国
电信网络诈骗形势依然严峻。据公安机关
统计，2020 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 32.2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6.1 万名，
同比分别上升 60.8%和 121.2%。诈骗形势
依然严峻，且呈现以下新趋势新特点：一
是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据统计，2020 年监
测发现新型诈骗手法 300 余种，其中购物
类、贷款类诈骗较为多发，占比分别达

40%、 30%。 二 是 技 术 对 抗 性 日 益 增 强 ，
“猫池”、GOIP 等技术工具被犯罪分子大
量运用，“杀猪盘”等典型诈骗手法存活
周期长，且涉及婚恋交友、即时通讯、资
金支付等多个业务平台，让用户防不胜
防。三是互联网诈骗形势严峻，随着治理
工作的深入，诈骗呈现从电话诈骗向互联
网诈骗转移趋势。据统计，2020 年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 85%以上是通过 QQ、微信实
施，30%以上是通过支付宝转移赃款。四
是有组织犯罪猖獗，涉诈窝点从境内转移
到境外，倒卖电话卡和网络账号、盗取贩
卖个人信息、制作销售网络黑客工具等

“黑灰产业链”不断升级，电信网络诈骗

已经形成贯通上中下游各环节的有组织犯
罪链条。

治理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与上述严峻形势和特点相比，防范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还存在很多需要进一
步加强的地方。一是部分企业仍然不同程
度存在着“重发展、轻安全”的思想，安
全管理存在漏洞。如代理渠道管理不严，
导致其规避实名要求销售高风险卡，网络
账号实名登记管理审核不严，业务管理仍
存在薄弱环节，风控防控措施不完善，电
话卡“实名不实人”等问题依然存在。二
是协同联动机制需进一步加强，能力资源
需进一步整合。协同治理工作涉及的主体
多、链条长，存在各方间信息共享不到
位、沟通交流不及时、相关技术手段存在
各自为战、缺乏高效联动能力等问题，无
法形成行业合力，难以有效应对跨地域、
跨网络、跨企业作案“新常态”，需要对
现有能力和资源进一步整合，形成一体化
防范处置能力。三是一些人群也存在贪图
小便宜的心理，向不法分子出售、出租身
份证件办理电话卡，或售卖自己名下电话
卡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同时，近年
来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诈骗分子通过

“黑灰产业链”获取大量个人信息，导致
电信网络诈骗针对性极强，迷惑性极高，
难以有效分辨。

下一步工作建议

防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是一
项复杂系统工程，零打碎敲不行，建议进
一步突出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建立健全
行业反诈工作体系。

一是提升涉诈信息研判处置和技术攻
关，探索“猫池”、GOIP 等涉诈技术难题
的解决方式，体现信息通信行业“全程全
网”和技术优势。二是依托行业的数据优
势，努力推动实现对涉案号码“一键处
置”和对受害用户的及时劝阻。三是下大
力气解决源头治理难题，特别是推动运用

“二次实名认证”等方式解决“实名不实
人”难题；督促互联网企业严格落实法律
要求，做好实名管理和清理网上涉诈信息
和互联网账号等反诈工作。

来源： 中国电子报

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专家建议这么干！

金融审计的对象主要是金融管理
部门、国有及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
主导地位的各类金融机构及其领导人
员。随着审计实践的发展和审计监督
的需要，金融审计的对象在必要时从

机构扩展到了金融市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金融

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金融监管部门
和金融机构落实国家重大政策措施的
情况；金融管理部门财务收支、预算
执行、决算草案等情况；国有及国有
资本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各类金
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 （包
括 境 外 资 产 的 投 资 、 运 营 和 管 理 情
况）；上述相关机构领导人员履行经济
责任的情况等。

沈科言
来源：审计署

金融审计的对象和内容主要有哪些？

人在家中坐，没丢手机、银行卡，没
扫 二 维 码 ， 也 没 点 短 信 链 接 ， 可 一 觉 醒
来，卡里的钱却不翼而飞。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办？损失谁来赔？

5 月 25 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银行
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银
行卡被盗刷可向银行索赔。

哪些情况下银行卡被盗刷，银行需赔偿？

发 生 伪 卡 盗 刷 交 易 或 者 网 络 盗 刷 交
易，借记卡持卡人基于借记卡合同法律关
系请求发卡行支付被盗刷存款本息并赔偿
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发 生 伪 卡 盗 刷 交 易 或 者 网 络 盗 刷 交
易，信用卡持卡人基于信用卡合同法律关
系请求发卡行返还扣划的透支款本息、违
约金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发卡行请求信用卡持卡人偿还透支款
本息、违约金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如何区分伪卡盗刷交易和网络盗刷交易？

伪卡盗刷交易
他 人 使 用 伪 造 的 银 行 卡 刷 卡 进 行 取

现、消费、转账等，导致持卡人账户发生
非基于本人意思的资金减少或者透支数额
增加的行为。

网络盗刷交易
他人盗取并使用持卡人银行卡网络交

易身份识别信息和交易验证信息进行网络
交易，导致持卡人账户发生非因本人意思
的资金减少或者透支数额增加的行为。

银行卡被盗刷，银行需赔偿哪些损失？
借记卡被盗刷：银行需赔偿卡内存款

本息。
信用卡被盗刷：银行需赔偿该卡被扣

划的透支款本息以及违约金。

银行卡被盗刷，哪些情况银行不赔偿？

持卡人对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身
份识别信息、交易验证信息未尽妥善保管
义务具有过错，发卡行主张持卡人承担相
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持卡人未及时采取挂失等措施防止损
失扩大，发卡行主张持卡人自行承担扩大
损失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银行卡被盗刷，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

第 一 步 ， 留 存 银 行 卡 未 离 身 的 证 据 ：
可 以 去 附 近 银 行 网 点 或 ATM 机 进 行 存 取
款、查询等交易，并保存好凭条。

第 二 步 ， 打 电 话 给 银 行 客 服 挂 失 止

损。如果是异地伪卡盗刷，要先挂失银行
卡，再尽快持卡去银行打印相关凭证。

第三步，向银行询问盗刷的方式、时
间、地点、交易另一方账户信息，必要时
记下客服人员工号；跨行交易可以向中国
银联调取凭证。

第四步，拿银行卡、相关单据和本人
身份证件到派出所登记，再到刑侦部门立
案，如需去案发地报案，需保留前往案发
地的交通凭证。

第五步，拿立案的回执单与银行或第
三方支付平台交涉。

第六步，如果问题仍未解决可咨询律
师起诉。

在妥善保管的前提下，银行卡为何被
盗刷？

“嗅探”设备扫描拦截用户短信
安 徽 滁 州 警 方 曾 打 掉 过 一 专 门 利 用

“嗅探”设备，隔空盗刷他人银行卡的犯罪
团伙。

据嫌疑人交代，只要启动“嗅探”设
备，后台就能自动扫描周围大约一公里范
围内居民的手机号。一旦这些手机号处在
2G 网络状态下，居民手机上收到的短信，
就很可能同步显示在嫌疑人的电脑上。

嫌疑人随后会利用手机号+验证码的方
式，登录第三方软件，通过黑客手段利用
技术漏洞获取受害人姓名、身份证号、银
行卡号等，盗刷受害人银行卡里的钱。

POS 机刷卡消费盗刷

四川成都曾发生一起多人因参加优惠
洗车活动遭遇银行卡被盗刷的案件。

成 都 一 家 洗 车 店 推 出 “ 一 块 钱 洗 车 ”
活动，不少车主通过店内的 POS 机进行刷
卡消费。这一刷，银行卡账号、密码等全
部泄露。车主的银行卡在境外被盗刷一空。

如何防止银行卡被盗刷？

将磁条卡换成安全性更高的芯片卡。
养成储蓄和消费分离的习惯，减少使

用存款数额较大的储蓄卡进行消费。
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提高对钓鱼

网站、不安全链接、诈骗电话的警惕度。
开通短信提醒功能，掌握资金变动情

况。
不能通过非法渠道办卡，以免个人信

息被泄露和转卖。
据 民主与法制

如何区分伪卡盗刷交易和网络盗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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