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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范春生

重阳节前夕，记者对侵害老年人权益的案
件和事件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涉及财物、医药和
情感三类骗术最易使老年人上当。

冒充公职人员骗取财物

2011年1月，辽宁省沈阳市73岁的于淑芬
听说，某电视台将派人到沈阳选拔老年人组成
合唱团，到北京参加晚会演出。她信以为真，交
了220元沈阳到北京的单程车票钱和500元保
证金。最后，她才发现被骗。

目前，针对老年人实施的骗术以涉财物类
居多。此类诈骗案的实施者大多会冒充银行、
电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或法院、检察院、公安
局的执法人员，给老人打电话，告诉其中了大
奖、亲人遇车祸或是法院要查封其账号等，让被
害人把钱转到骗子指定的账号上。

“免费健康体验”成骗局诱饵

70岁的沈阳市民李女士身患尿毒症、高血
压等多种疾病。今年3月，她的老伴偶然参加
了某保健品公司举办的“免费健康体验”活动。
老伴经不住销售人员的劝说，花5040元购买了
6瓶保健品。随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销售
人员采取买3大盒赠3小瓶，免费赠送旅游，赠
送食用油、面粉等方式，诱使老人又先后购买了
90多瓶保健食品，总计花费7万余元。

老人的儿女后来发现，该保健食品主要营养
成分为油酸等，保质期18个月，每天最大用量不
超过25克。根据此剂量，李女士的老伴购买的
保健品，就算是老两口一起吃，也3年都吃不完。

沈阳市消协的工作人员说，部分保健品的生
产厂家和经销商经常打着“获国家XX科技成果
奖”或“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几十年研究成果”
等各类旗号在公共场所，以“咨询义诊”“免费健
康讲座”“免费健康体验”等名义推销产品，甚至
肆意扩大保健食品的功效，诱惑和误导消费者。

“婚托”大行其道

2011年10月至2012年4月，沈阳女“婚托”王
某、付某在当地新玛特商场、大东区皮革市场、广
宜街乐购超市等地，以刊登虚假征婚广告为手段，
由王某化名冒充征婚人、付某冒充婚介所中介人
员或者王某的姐姐，以收取中介费、买礼物等为
名，先后骗取8位老年征婚者共计4万余元。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边锋证
实，针对老年人的涉情感类骗局，是近年才大量
出现的一种新兴骗术。骗子往往抓住老年人即
使被骗，也会因为爱面子、怕儿女责怪而不说出
来的心理，屡试不爽。

老人受骗子女应反思

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陈宝龙剖
析，一些独居和空巢老人，因缺乏情感慰藉和关
注，经常感到被边缘化，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老人
精神空虚的弱点，主动嘘寒问暖后行骗。

专家认为：“老人受骗，子女当反思。”老年
人之所以成为骗子的目标，不仅仅在于骗子准
确地把握了老年人的心理与现实需求，还跟老
年人的这份孤独有着密切的关系。鉴于此，子
女常常给老人“精神充电”，填补他们的精神缺
失，才是避免老人受骗的第一要务。

市民程女士今年60多岁，家住西工区
某小区。10月18日10时许，她独自出门
买菜，走到小区门口，遇到了两名男子。

“他们30岁左右，湖南口音，见到我后
立刻上前喊‘阿姨’。”程女士说，没等她反
应，两人开始主动介绍自己。

其中一人称，自己是程女士儿子的朋
友；另一个人称，自己是河南科技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的外科医生。

两人神情慌张地告诉程女士，她儿
子刚刚被车撞了，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
伤势比较严重，急需用钱。

听完二人的话，程女士一下慌了，赶忙
回家取钱。“我先回家拿了5000元现金，后
来他们说不够，又陪我到附近银行取了1.2
万元。”程女士说，拿到钱后，两名男子以急
着回去交钱为由离开。

两人离开后，程女士更加忐忑，赶紧给

儿子打电话询问情况。
电话接通后，程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了，原来儿子一直在上班，并没有发生车祸。
民警提示：骗子抓住老年人关心儿女、

反应较慢的特点，编造意外事件让老年人
慌乱，并趁机骗取钱财。老年人平时要多
熟悉家人常来往的朋友，出门遇到自称家
人熟人的情况时，应第一时间与家人联系
核实，切莫轻信陌生人。

“骗老族”花招多 老年人要警惕
□记者 范瑞

社会上把诈骗老
年人钱财的人称为“骗
老族”，昨日是重阳节，

“平安洛阳”在微博上
发布了特意为老年人
总结的几种常用防骗
方法。民警表示，由于
老年人防范意识较弱，
不法分子往往会将他
们作为侵害的对象。

记者从市 110 联
动指挥中心了解到一
些近期多发的老年人
被骗的案例，希望通
过 对 这 些 案 例 的 分
析，帮助老年人远离
诈骗侵害。

市民李女士今年65岁，家住武汉路某
小区。10月22日10时许，李女士到小区
附近的菜市场买鸡蛋。路上，一名20多岁
的男子跑上前，向她询问东方医院怎么走。

李女士给男子指完路，看他神情慌张，
便顺口问了句：“小伙子，有啥急事吗？”

男子先迟疑了一下，然后向李女士讲
起了自己的“遭遇”：“父亲突遇车祸住院，
我现在要往医院赶，因为刚从国外打工回
来，身上的钱都是秘鲁币。”说完，他从钱

包里掏出几张秘鲁币，询问李女士能不能
先帮他换些人民币，他愿意以低价兑换。

李女士心里有点犹豫。此时，一名女
子从两人身边走过，看到男子手上拿的秘
鲁币，便停下来告诉李女士，自己是附近某
银行的工作人员，她验证过男子拿的秘鲁
币，是真的，100秘鲁币可兑换300多元人
民币。

听了女子的话，李女士同意与男子兑
换，最终用400元换到了两张100元面额

的秘鲁币。第二天，她到银行兑换时才得
知那些钱都是假的。

民警提示：不是所有的外币都值钱。
在此类诈骗中，骗子往往会选择年龄较大
且文化水平较低的女性，利用她们“崇尚洋
币”的心理，以低值外币（如越南币、秘鲁
币）冒充高值外币（如美元、欧元、英镑、法
郎等），诱骗他们用人民币进行兑换。如遇
到有人要与您兑换人民币，要冷静，不懂外
币就不要兑换。

财物、医药、
情感：
坑骗老年人
三大陷阱

市民李女士的父亲王先生今年80多
岁，10月 19日上午，王先生接到了一个
电话。

“电话里，对方说他是长沙市公安
局的，他们查到我的身份证被人盗用，
别人以我的名义买了 100 多万元的毒
品。”王先生回忆道，当时自己被吓了
一跳，一时不知所措。电话里的“民

警”告诉王先生，他现在可以帮助王先
生将此事了解，让他免于刑罚，前提是
王先生给他汇 2.3 万元。

“民警”还交代王先生，千万不能将此
事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要立刻去
汇款。

想到事情可以迅速了结，王先生马上
答应了，并立刻出门将2.3万元汇入“民警”

提供的账号。
当日下午，李女士下班回家后，王先生

才向她提起此事，李女士得知父亲被骗赶
忙报警。

民警提示：骗子利用老年人易紧张、判
断力差等弱点，通过电话骗取老年人钱
财。老年人在家中接到陌生人电话，最好
转接给子女，或报警询问。

骗术四：假外币兑换人民币

市民唐女士的母亲今年71岁，住在丽
春西路某小区。10月19日9时许，她在小
区门口散步，一男一女慌慌张张地走到她
跟前。

“阿姨，还记得我不？我们是小唐的朋
友……”男子向唐女士的母亲打招呼，还说
出了唐女士的名字。

唐女士的母亲一时想不起是否见过他
们，但听到他们叫出自己女儿的名字，便以
为二人是女儿的朋友。

见唐女士的母亲没有迟疑，男子便向
她诉起苦来。男子说，他儿子今年8岁，患
上一种罕见的病，卧床不起，他了解到一种

“破灾”的偏方，就是用七八十岁老人用过
的金饰放在孩子身边，这样可以驱灾辟邪。

男子讲完之后，旁边的女子也附和说：
“听说这法子可灵了，好多小孩都是用这办
法治好病的。”

听完他们的话，唐女士的母亲开始有
些同情那名男子。

“您这金耳环戴了好多年了吧，不知道
能不能借给我用用，过段时间我就让小唐
还您。”男子说。

想到在病床上受苦的孩子，又看到男
子痛苦的表情，唐女士的母亲将自己戴的
金耳环取下来交给男子，并表示，家里还有

金项链，也可以给孩子用。
随后，唐女士的母亲又回家取来金项

链、金戒指交给男子。拿到金饰后，男子和
女子离开。

唐女士回家后，听母亲提起此事，才知
道母亲被骗了。

民警提示：迷信诈骗的对象主要是中
老年女性。骗子往往看准中老年女性易产
生同情心、警惕性不高、迷信的弱点，通过
编造谎言使受害人放松警惕，而后实施犯
罪。老年人最好不要戴贵重首饰出门，出
门时最好结伴同行，遇到此类情况应及时
与家人联系或直接报警。

骗术三：证件被盗用，需汇钱了事

骗术二：冒充子女的朋友，借金饰“破灾”

骗术一：家人发生意外，急需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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