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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华

我今年52岁，是一家国企综合部
的负责人，也是一位愿意接受新生事物
的职场女性。5年前，我办理了交行借
记卡。之后，当交行人员向我介绍信用
卡消费的功能后，我马上填写了资料申
请办卡，并荣幸地成了信用卡一族。从
手持交行借记卡、信用卡的那一天起，
小小的交行卡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成了我的好帮手。

作为综合部负责人，我的主要职
责有：一是为领导服务，满足领导办
公要求；二是经常去超市、网上购买
大量办公用品。

办理信用卡之前，我每次上街购
物都要填写借款单，请领导审批，再
到财务上办理借款手续，之后揣着一
沓子人民币去消费；购物后，再让领
导在收据上盖章，去财务上冲账，手
续不仅复杂，而且浪费时间。对此财
务部门抱怨：“先垫付多省事。”然而，
小钱可以垫付，但成千上万元的购物
资金谁垫得起，我只能多跑腿。

自从办理了交行信用卡后，借款
等程序免了，购物时，我底气十足地出
示交行信用卡。开发票后，领导一次
性签字就可直接拿到财务上报销。
财务部门高兴了，因为少了借款程
序；领导高兴了，因为少了签字盖章
的麻烦；我更高兴了，由于消费额度增
加了，还常常通过积分获得礼物。

与此同时，我还开通了借记卡向
信用卡定期还款转账和网上银行业
务。当每笔款项业务报销打入借记
卡后，网银自动向信用卡转账，真是
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举几个例子：2012 年9 月我持信
用卡购物 3000 元，单位报销该笔款
项打入借记卡后，到还款日期借记
卡 3000 元自动转入信用卡；2013 年
6月我在京东商城购书1100元，持交
行信用卡点击转账立刻成交；今年
年初，有一个同事在交行的信用卡
还款日期仅剩3天时，在同事特忙不
能请假的情况下，我俩在附近自动
存取款机上轻轻按动几下，瞬间完
成了还款业务；还有，我经常参加交
行信用卡周周刷活动，并在一个多
月前收到交行奖励的膳摩师焖烧
锅，真是实惠多多。

“我前段时间接到过推销纪念
币的电话。”市民周先生说，我说我
儿子喜欢收藏纪念币，让他接电
话。还没等周先生把电话递给儿
子，对方就挂了电话。

由于信息不灵，在理财中，老年
人很容易轻信他人。一些不法分子正
是利用这一点，对老年人进行诈骗。
比如，用过期作废和造假的外国货币，
骗老人认购；用废弃、不可兑换的有价

证券骗老年人；多人串联“组团”骗老
年人；用假古董骗老年人等。

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洛阳收藏
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杜西艺提醒广
大市民，搞收藏专业性强，风险大，
不易变现，不建议老年人通过购买
藏品来投资。如果老年人想用闲置
资金购买藏品，一定要谨慎。如果
不懂古董，无法辨别藏品的真伪，切
勿盲目购买。

活动参与方式及投稿要
求详见2014年3月31日《财
富周刊》C06版《“我与交通银
行的故事”有奖征文大赛启
动》一文。

交行卡
我的好帮手

高息集资、保健品销售、假冒收藏品……

不仅提醒父母小心 还要讲清骗术

“现在针对老年人的电话诈骗
太多了，不久前我就遇到过。”刚退
休不久的市民王先生说，对方打电
话到我家里，自称某国有银行的工
作人员，正在做业务推广，如果你
存多少钱，就给你多高多高的利
息。“我不太相信，就问他工号是多
少，结果对方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在一般情况下，工作人员不
可能直接向客户要账号和密码，如
果遇到有人说要帮你代办业务，就
要提高警惕了。”中国银行洛阳分
行中银财富管理中心产品经理张
华说。

除了电话推销高息理财产品，
还有不法分子打电话编造事故迷
惑老人进行诈骗。比如，不法分子
打电话给老人，冒充老人的朋友或
让老人猜其是谁，在赢得老人的信
任后，假称在外地发生交通事故，
请求老人汇款实施诈骗等。

虽然电话诈骗作案手段花样
百出，但内容都是通过电话，企
图让你转账汇款。对于老人来
说，防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
随意泄露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和
密码。

非法集资多指一些未经金融
监管部门批准的单位或个人打着
各种旗号，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存款
业务；或者以投资、集资入股为幌
子吸收公众资金，承诺到期支付高
息。集资者之前往往承诺支付较
高的年利息，一些老年人为谋取高
利息而对其情有独钟。一旦非法
集资的公司倒闭，老人们的投资很
可能血本无归。

在生活中遇到的非法金融业
务活动，除了非法集资，还有非法
证券活动。非法证券活动主要是
指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
业务。那些所谓的“原始股”“将在
海外上市的股票”等很有可能是
假的。面对金融投资，老人们一定
要擦亮双眼。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老年人耳
根软，轻信短信推荐的理财产品和
股票，也有可能落入骗局。

中原证券投资顾问吕鹏瑜指
出，目前，有的股票投资咨询公司会
通过不法手段盗取消费者的个人信
息，发短信推荐某股票持续涨停的
信息。“这些公司前期通过大量购买
该股，让其持续涨停，让客户相信他
们的推荐。在这些公司赚够了钱
后，就会抽身而退，该股票就会迅速

下跌，那些高位接盘的客户往往损
失惨重。”

吕鹏瑜提醒，消费者应增强个
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不向来历不
明的人透露自己及家人的相关信
息；不要轻信不法分子的利益诱
惑，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历不明
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
设置圈套的机会；在不能得到完全
确认的情况下，不要向陌生人账户
汇款。

在生活中，一些老年人因贪图
高收益，防范意识较差，而成为民间
借贷的受害者。

53岁的王先生几年前通过朋友
介绍，将5万元钱投给某担保公司，
担保公司开出一年20%的收益率。
王先生表示，当时，朋友跟他说这个
担保公司实力雄厚、信誉好，在这里

投资风险很小。但王先生把钱投进
去不到半年，该担保公司倒闭了，别
说高利息，王先生至今仍未追回自
己的本钱。

虽然民间借贷的收益率很高，
但风险也很大，老年人抗风险能力
较弱，可别因贪图高利息，最后把自
己“套”进去。

一些老年人对虚假信息的辨
识能力弱，容易偏听偏信，所以这
些老年人也就成为推销保健品骗
子们惯常盯着的目标。其实，这些
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老人们之所
以屡屡上当，是因为被不法分子吹
嘘的所谓药品高疗效和赠品所诱
惑。为进一步获取老人的信任，不

法分子还通过让老人免费试用产
品等手法，一步一步引其上钩。

业内人士指出，在日常生活中，
老年人由于自身判断能力较弱，最
好不要急于作决策，要多和家人或
身边朋友商量，不要贪小便宜。碰
到购买高价保健品等情况时，一定
要征求子女的意见，提高防范意识。

收藏专业性强，切勿盲目购买藏品

远离保健品诈骗

贪图高利息，把自己“套”进去

轻信短信推荐，可能落入骗局
电话诈骗花样多

面对非法集资，
老人们要擦亮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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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程芳菲

经过一辈子的打拼和积蓄，现
在不少老年人手头比较宽裕，引起
了骗子的注意。近年来，关于老年
人上当受骗的情况屡见报端。针对
老年人的骗局有哪些？老年人如何
远离骗局、安享晚年？近日，洛阳晚
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