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18 年 6 月 4 日 星期一

责编 ：王 娟 创意 ：刘学萍 质检 ：尚青云

深 读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领红包赠流量听上去很美 购物打折实为放饵钓鱼

互联网骗局让老年人防不胜防

■网络购物遭遇退款陷阱
李芳今年 67 岁,以前是西安一家食品公

司的员工,今年 1 月,她在某网购平台的一家
旗舰店购买了一件衣服, 不久却收到了一名
自称客服的女性打来的电话。 对方称,公司发
现李芳所购买衣物的批次存在甲醛超标问

题,有可能导致皮肤过敏。 公司会安排快递员
上门取货,退回后由公司统一销毁。

这名“客服”说 ,货款已经退回到李芳的
支付宝账号, 李芳打开支付宝查看并没有发
现退款, 反馈之后对方将电话转交给一名自
称是经理的男子。

“经理”建议李芳添加客服微信 ,通过微
信把当天的支付宝账单截图发给客服, 以核
实李芳确实没有收到货款, 然后才能继续安
排退款。 李芳照做后,收到了客服发来的支付
宝二维码,客服对李芳说 ,扫描二维码后再告
诉她下一步操作流程。 李芳扫描了对方提供
的二维码后,出现了支付宝的支付页面 ,并要
求她输入账号和密码。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虽然我平常
很少用手机付款, 但是我知道在超市付款时
微信和支付宝是两个不同的二维码, 所以用
微信肯定不能扫支付宝的二维码。 然后我就
打电话问了我女儿, 我女儿立马告诉我这是
骗子,我就没有再继续,转头把那个客服给拉
黑了。 ”李芳说。

周叶家住北京市朝阳区, 她母亲今年 65
岁,退休在家将近 10 年,已经成为微信用户两
年了。 前些日子,周叶的妈妈在朋友圈微商处
购买了 5 斤芒果。

“微商发朋友圈自称是泰国进口芒果,打
5 折出售 ,结果我妈收到货后发现 ,芒果都特
别小,而且有好多都烂了,根本没办法吃,白花
了 40 多块钱。 ”对于母亲的行为,周叶又生气
又好笑,对记者说,“以后真的不希望她乱买这
些看似打折的东西,便宜没好货 ,结果十有八
九都是被坑。 ”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受访
者均为化名)

（据《法制日报》）

随着科技发展, 老年人接触互联网的机会越
来越多,相应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不久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与大数据
研究中心联合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 《中
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 在北京发布。 报告显
示 ,如果将受骗广泛定义为诈取钱财、欺骗感情、
传播谣言、虚假宣传等多方面,表示在互联网上当
受骗过(或者疑似上当受骗过)的中老年人比例高
达 67.3%。 被骗的主要渠道是朋友圈(69.1%)、微信
群(58.5%)以及微信好友(45.6%)。 受骗的信息类型
主要是免费领红包(60.3%)、赠送手机流量(52.3%)
和优惠打折团购商品(48.6%)。

面对互联网环境,中老年人该如何适应 ,又面
临哪些风险?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免费红包实为广告链接
陈唐是北京一家熟食店的老板,今年 63 岁,退休前

在一家水泥厂工作。 2017 年 8 月 20 日上午 6 点,陈唐
加入的一个微信群里出现一个链接,标题为“某某(电影
名)票房剑指 60 亿,庆功夜宴,撒钱啦,我刚刷到……”陈
唐对电影内容没有太多关注, 但是隐约记得不久前听
孙子提起过这部电影,加之是红包链接,便放松了警惕,
没有多想就点了进去。

陈唐向记者描述,他点击链接后,手机上出现的并
非普通的微信红包页面,而是类似于游戏界面,需要通
过不断下拉刷新页面来抢红包。单次抢到的红包越多、
参与游戏次数越多,相应赚到的钱也就越多。

陈唐参与了两次游戏, 他向记者发来的微信页面
截图显示, 陈唐第二次抢到了 148 个红包, 总计 14.35
元,两次游戏累计红包金额为 40.96 元,页面上还有“玩
得越多,奖励越大”等字样。

两次游戏后,陈唐选择“不玩了,立即提现”这一选
项,但令他意外的是,这笔钱并不能被直接转到他的微
信零钱中,屏幕上“需要进一步分享至微信群之后才能
领取”的提示让他有些疑惑。陈唐又将链接分享至自己
所在的另一个微信群, 但分享之后又接到还需再分享
至另外两个微信群后才能提现的通知。 陈唐将链接分
享至 3 个微信群后发现, 领取红包还需要下载一款名
为“某某商城”的应用。

经过进一步查询, 陈唐发现这款应用的宣传语为
“百万红包免费领,收益高达 90%”,他这才察觉到不对
劲,连忙终止了操作。

“这种骗术确实是令人防不胜防,如果不小心点开
了就会被骗分享到好几个群里, 导致多人连环被骗,最
后在各个群里泛滥。 ”陈唐说,他到最后一步才发现这
有可能是某贷款融资平台的广告链接, 回想起来还是
有些后怕。

“我们年纪大了,对于网上的一些东西不像年轻人
懂得那么多,不管怎样以后都得长个记性了。 ”陈唐说。

■领流量后银行卡被盗刷
2017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孙晴的父亲在微信

家庭群里转发了自己银行卡的支出短信, 短信显
示两次支出累计 600 余元。 孙晴的父亲今年 59
岁,在北京市昌平区经营一家小超市。

孙晴说, 父亲当天并没有使用那张银行卡进
行任何消费, 家人判断这很有可能与父亲当天早
晨在朋友圈领取的“免费流量”有关。

据孙晴的父亲回忆, 他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转
发赠送流量的链接,声称只要点击、分享链接就可
免费领取 500 兆流量。 他点进去后发现,页面中提
示流量需要实名领取, 还需要提供银行卡账号和
密码才能获得领取资格, 于是他便按照要求输入
了自己的银行卡信息。

孙晴说:“我爸爸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而且老人
也好面子,损失的钱数量不大,我们就没有报警,最
后带他去银行重新更改了密码。 我爸爸用智能手
机有两三年了,之前一直没有出过什么事情 ,我们
也觉得挺放心, 平常就没有刻意在这方面给他一
些提醒。现在想来,还是应该多提醒他,毕竟老人对
网上很多信息都缺乏分辨力,容易受骗。 ”

58 岁的赵梅也曾中过免费流量的招, 她和女
儿一家居住在北京市丰台区 ,现在的“工作”是照
顾外孙。

赵梅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转发微信文章, 其中
有一个赠送免费 4G 流量的活动,只需输入手机号
便能领取每月 1G 流量。 领取流量后,页面上出现
了抽奖活动,赵梅顺势参与,之后便收到了“中奖”
提醒,活动方显示她抽中了一款电子手表 ,填写个
人信息及收货地址等便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将礼

品直接送到她的手中。
赵梅认为手表的描述看起来很 “高档 ”,正

好可以给自己的小外孙玩 ,于是便支付了 30 元
邮费。

一周后,赵梅收到奖品才发现 ,手表根本不能
用。 赵梅说,她完全是掉进了圈套,“手表是坏的,我
还白白花了几十元运费, 以后再也不能相信这些
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