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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最易陷入哪些骗局？

揭秘“坑老”三大套路

�冒 充 公 检 法

诈骗模式升级为“线上 + 线下”
冒充“公检法 ”人员致电老

人称涉案 ， 恐吓老人接受调
查 ，然后派出所谓 “协勤员 ”上
门诈骗……广州已有多名老人
被骗子利用类似手法诈骗 ，损
失惨重。

8 月 3 日，广州市越秀区 80
岁的曲老太太接到一个所谓电

信局的电话，称曲老太太家里的
固定电话涉嫌被人盗用信息参

与一起诈骗案件，电信部门要做
停机处理。

由于平时都靠固定电话和

儿子等人联系， 曲老太太一听
就急了，称不能停机。 对方说可
以报警， 帮曲老太太转接到公
安局。

电话那头，一个自称昆明市
公安局“江队长”的男子告诉曲
老太太，他们正在办理广州某银
行副行长张某涉嫌诈骗案，曲老
太太名下登记的银行账户曾经

非法获利人民币 25 万元， 需要
她配合公安机关办案，核查她名

下银行账户内的资金，要求她将
银行卡内的资金全部转到公安

机关的“安全账户”进行核查，只
要核查到没有问题，就可以将资
金和产生的利息全部返还。

“江队长” 询问曲老太太的
家庭情况，告诫她不能将公安局
办案调查的情况告诉家里人或

其他人，以免泄密加重处罚。
被骗子恫吓和忽悠后，曲老

太太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意识到
正在步入骗子设下的圈套。

8 月 3 日 16 时许， 曲老太
太接到电话，对方称“公安部”已
派办案人员协助调查。 不久，果
然有一名女子上门，陪同曲老太
太去银行办理转账手续。

就这样，曲老太太前后共计
被转账人民币 201.8 万元。 直至
8 月 11 日， 曲老太太的儿子发
觉老人被骗，才打电话报警。

【套路揭秘】 公安部刑侦局
副局长陈士渠：冒充公检法是常
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之一，犯

罪分子通过冒充警察、 检察官、
法官， 出具伪造的立案通知书、
法院传票、通缉令等，骗取受害
人信任， 要求受害人更换手机
卡， 转移到相对偏远封闭的环
境， 接受嫌疑人长时间的洗脑，
最终会诱骗受害人将所有资金

转入所谓“安全账户”，以核查资
金名义完成诈骗犯罪。

以前这类诈骗是不见面的，
上述案例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的

升级版， 犯罪分子精心打造的
“线上+线下”诈骗模式，具有更
强的迷惑性，更容易使被害人信
以为真、受骗上当。

事实上，公安机关和其他政
法机关都没有开设所谓的“安全
账户”， 也不会通过电话通知当
事人涉嫌犯罪，不会电话指挥让
转款到“安全账户”进行所谓的
“自证清白”，更不会派出所谓的
公安“协勤”人员上门协助办案，
转走你个人账户内的资金。

（据《法制日报》）

�保 健 品 陷 阱

比家人还亲热不好意思不买
退休前， 黄秀兰是浙江大学一名心理学

教授，桃李满天下。 退休后，她迷上了保健品。
“粗略计算我花在保健品或保健器材上

的钱已经超过 40 万元。 ”黄秀兰说。
88 岁的黄秀兰住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某高档小区，子女都在国外工作，家庭条件不
错。 由于长期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她
一直有买保健品的习惯。

6 万元一台的治疗机 、数千元的治疗心
脏病的药、上千元一小瓶的营养液……黄秀
兰从不手软，而她也成为保健品店业务员眼
中的“肥肉”。

“其实我也知道， 很多保健品是坑人的，
但跟业务员太熟了，不买磨不开情面。 ”黄秀
兰记得，有一次生病住院，那些熟悉的保健品
业务员，每天一个接一个地轮流来伺候她，这
样的照顾比家人显得还亲热， 怎么好意思不
买人家的产品。

渐渐地，黄秀兰发现，吃保健品不仅没有
效果，推销保健品时还有许多破绽。

“有一次我参加一场保健品讲座，对方在
卖一种养生酸奶，号称功能媲美骆驼奶、企鹅
奶。 我一听就有问题，企鹅不是哺乳动物，怎
么会有奶呢？ 我当场就提出了疑问，讲课的人
只好转移话题。 ”这件事让黄秀兰彻底下定决
心，告别保健品。

【套路揭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
院院长宫志刚 ： 随着身体各项机能逐渐衰
退 ，病痛增多 ，老年人会特别迷信各种 “神
奇”的疗法，以求“不得病”，一些江湖骗子就
利用部分老年人的这种心理 ， 请来所谓的
“专家 ”，打着祛病强身 、偏方有奇效等幌子
实施欺骗。

人到了晚年， 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怀 ，而
一旦与家人 、亲戚的亲密联系不足 ，面对陌
生人递过来的“关爱”橄榄枝，老年人很难设
防，很容易被欺骗。 在很多保健产品诈骗中，
骗子会对老人关怀备至，嘘寒问暖。 子女要
更多和父母沟通交流，关心陪伴才是最好的
“保健品”。

�黄 昏 恋 骗 局

婚骗群针对老年人接力诈骗
今年 4 月 ，66 岁的吴某拨

通一则征婚广告上的电话，没想
到，本来说好的黄昏恋，却变成
“黄昏骗”。

经过中介牵线，吴某与一名
舞蹈老师见面。 逛街时，女子说
其母亲身患重病， 要求一同探
望。 可到医院外，女子接过吴某
给的 2000 元， 找借口独自进入
医院，让他在外等候。 约半小时
后，女子走出，约吴某第二天到
她家做客，暗示备好彩礼。

次日上午，女子送给吴某一
件衬衫和短裤， 令吴某感动不
已， 当即购买了一条价值 1000
元的连衣裙， 还送给女子 6000

元。 此时，女子突然接到母亲过
世的电话， 情绪一下子跌入低
谷， 让吴某前去购买一包香烟。
吴某返回时， 女子已经不见，手
机也关了机。

不到两个月，吴某先后接到
5 名女子的征婚电话，他每次都
如约而至， 每回都被骗数千元。
吴某发现情况不对报案后，公安
机关组成专班侦办，将犯罪嫌疑
人抓获。

经查，这是一起团伙相亲诈
骗案件。犯罪嫌疑人伙同多名女
子组成婚骗群，通过报纸、网站
刊登征婚广告，专门针对老年人
行骗。 一旦有人上勾，她们便以

接力方式诈骗钱财。
【套路揭秘】 腾讯反诈骗防

控中心副总监郑洁：“接力骗”是
目前老人相亲过程中经常遇到

的诈骗手段， 特点是团伙作案，
主要针对 55 岁以上的男性，锁
定目标后便会共享他的个人信

息，再通过人海战术，逐一进行
诈骗，而后消失不见。

老人相亲往往都会急于求

成。 很多不法分子正是抓住老人
的这一心理， 刚见面后就提出结
婚，以表达自己的诚意。老人同意
后，立马索要彩礼、首饰等借机骗
取老人的钱财。其实，无论什么形
式，都离不开“要钱”这个核心点。

近年来， 保健品诈骗、电
信诈骗、婚姻诈骗、集资诈骗等以
老年人为犯罪对象的诈骗犯罪层出

不穷。看似老套的骗局却击中老年人的
软肋，使其陷入圈套。

老年人最容易陷入哪些骗局 ？ 《法制
日报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保健品 、黄昏
恋 、电信诈骗是银发一族最易陷入的
三种骗局。 三位反诈专家通过鲜活
的案例 ，揭秘骗局背后的 “坑老 ”
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