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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机场升级改造最新进
展来了！珠海机场改扩建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批复，预计
8年后旅客吞吐量将翻一番！

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珠海机场扩建获批
无缝对接轨道交通

高栏港区一市民纠结：停
车位竟然规划在机动车右转道
上，想要右转就只能压实线，交
警叔叔会对我罚款吗？

文明珠海微信公众号

这里市政交通设计
是否不符合逻辑？

从2012年到现在，珠海网
公众号陪伴珠海人度过7个春
夏秋冬。在这个夏天，珠海网公
众号即将华丽蜕变：知珠侠！

珠海网微信公众号

珠海网要改名啦！
知珠侠即将上线！

田海 整理

本报讯 记者宋显晖报道：7
月10日至11日，珠海高新区组织
区社区局、国土分局、高新公安分
局、唐家湾镇政府等单位，在珠海
渔政支队、唐家海事处、海上边防
派出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出
动大小船只17艘、吊车5辆、工作
人员475人次，强力整治近海水域
乱象，强制取缔淇澳周边海域非
法养殖设施（B 区蚝排），打响“还
海于民”第一战。截至11日17时
30分，淇澳社区周边海域(B 区)蚝

排已全部拖至清拆码头，共清理
蚝排 81 组，其侵占养殖面积约
522亩。

市政府部署开展近海水域乱象
整治行动以来，高新区迅速制订《珠
海高新区近海水域乱象整治行动工
作方案》，在区社区局前期摸排的基
础上，多次约谈、劝导相关养殖户，
发放自行清理催告书、决定书，但仍
有当事人未自行清理。根据实际情
况，高新区迅速联合驻区单位及市、
区各职能单位成立强制取缔清理行

动组，对淇澳周边海域区域尚未自
行清理的非法养殖设施（蚝排）进行
清理。

7月10日，行动组联合展开强
制取缔行动。其间虽有多次短时强
降雨，但行动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
克服恶劣天气影响和海面作业的不
适，从早上8时45分开始至晚上7
时许，当天共出动大小船只17艘和
吊车5辆，约220人持续作业，清理
非法养殖蚝排18组，扣押“三无”渔
船两艘；抓获阻挠行动人员2人，并

已移交警方；成功劝导23名养殖户
上岸。11日，强制取缔行动继续开
展，截至当天下午5时30分，淇澳
社区周边海域(B 区)蚝排全部拖至
清拆码头。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
近海水域乱象整治行动，严厉打击
近海水域非法养殖行为，是保护海
洋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促进人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宜居城市的
重要举措，也是“还海于民、还景于
民”的民生工程。

高新区整治近海水域乱象，清理非法蚝排81组

打响“还海于民 还景于民”第一战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微信
交友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如何防止
上当受骗？7月 11日，市公安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珠海刑侦”微
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警方将通过该
公众号定期向市民传授防骗、防盗、
防抢技能。当天，“珠海刑侦”发布
最新两集《三国群英反诈传》，通过

形象生动的短视频，让公众在寓教
于乐过程中，了解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的知识。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刑事
警察侦查支队新闻发言人向媒体公
布了近期微信交友诈骗的4种常见套
路。警方提醒大家，网络交友时多留
个心眼。与网友聊天不要轻易给出

能确定身份的信息，包括家庭地址、
学校名称、家庭电话、密码、父母小孩
身份、家庭经济状况等；不要单独与
网上认识的朋友会面；单独在家时，
不要允许网上认识的朋友来访。凡
是涉及资金问题，务必保持清醒，多
和家人、朋友商量，不要轻易被感情
冲昏头脑。

微信交友诈骗常见4种套路

“珠海刑侦”上线教你防骗
据介绍，微信交友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套路层

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无非就是对对方设套，
以各种理由要求转账给钱。

扫描左边的二维码，
收看珠海特报APP文章
《注意！“你姐姐让我加你
微信”是新骗局》。

扫描上方的二维码，收看珠海
电视台《珠海新闻》相关节目。

假冒美女卖白酒、卖茶叶，然后讨要开业红包。

连劣质白酒、茶叶、红酒、保健品等作案工具都省
了，纯粹依靠感情套路，编造失恋、被偷、帮助别
人或亲属生病等境遇，赢得事主的怜悯、同情而
骗取钱财。

俗称“杀猪盘”的骗局，专门瞄准婚恋网站上注
册的人，通过微信交友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
导投资、赌博。这种骗术往往诈骗金额比较大，
也是近期发现比较新的作案手段。

微信建立炒股群，骗取大家对“老师”的信任后，当
股市出现下跌，老师会称可以带大家炒股指，不管
大盘指数涨跌都可以赚钱，然后让受害人安装炒
股指的APP。但这个APP并非正规证券公司的，
而是犯罪嫌疑人自己做的APP，K线都是嫌疑人
自己做出来的，钱一旦转进去，就相当于转到了嫌
疑人自己的账户，然后嫌疑人做出巨额亏损的假
相，并引诱投资者不断投钱，以期赚回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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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交友诈骗四大套路

“珠海刑侦”微信公众号上线向市民传授防骗技能。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