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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延伸阅读

近日，北京市老龄协会和北京扶
老助残基金会联合推出《老年人防骗
攻略（2019年版）》，数据显示，中老
年群体中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最容易
上当受骗。

被“免费旅游”吸引，老年人全
程被冒牌“专家”忽悠，最后买回家
十几万的保健品；接到推销电话，老
年人连续多年将退休金投入毫无市场
价值的“收藏品”，最终被家人发现并
报警……大量案例显示，受生理、心
理因素及社会因素影响，老年人更易
成为骗子的目标。

为什么老年人更易陷入诈骗圈
套？我国跨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
逐年增多。当人迈入老年，身体开始
无可避免地走向衰弱，随之而来的便
是高昂的医药费等，为了预防万一，
人们总会给自己留点备用金，做“救
命钱”。正是这些“救命钱”，成为了
诈骗分子的目标。

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因为孤独
无依，他们内心总是希望多一个底牌
多一份保障。诈骗分子通常以虚假的
信息诈骗中老年人，其中就包括夸大

一些保健品的功能和一些虚假功效的
养老器械设备，甚至把一些“三无”
产品换一个包装，对中老年人宣称是
什么救命灵药，骗取中老人钱财。这
正是《防骗攻略》中排“头号”的保
健养生类诈骗。

《防骗攻略》 提示，保健养生类

骗局的特征主要以施以恩惠、制造
权 威 、 夸 大 功 效 等 方 式 对 老 人 行
骗，建议老人不要轻信陌生人说的
话、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要多
和子女及亲戚沟通、要注意保存购
物单据等。

据央视网

老年人常遇到的骗局有哪些？遇
到后应该怎么办？

保健养生类诈骗

骗术：免费旅游、VIP 体检、夸
大保健品效果；安排“老人”现身说
法，忽悠老人往销售公司存钱；销售
假药致老人死亡；销售“秘制神药”，
保长寿体健等。

提醒：面对保健品诈骗，要做到
“两要、两不要”，即不要相信有包治
百病的神丹妙药，保健品不能治愈疾
病。不要轻信犯罪分子编造的虚假身
份或者夸大的保健品功效，也不要轻
易透露个人信息、要多和子女及亲戚
沟通。要保存购买保健品的相关单据
以及快递单，以便在查证上当受骗后
及时向公安机关提供。

角色扮演类诈骗

骗术：冒充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谎
称办理残疾证、低保补贴；冒充政府
拆迁办人员诈骗；冒充财政局工作人
员实施诈骗；冒充亲戚串门诈骗；假
扮燃气公司或水电公司员工诈骗；“神
医”看病行骗。

提醒：老年人遇有自称政府工作
人员来访时，应当核实其身份，要求
其出示工作证，必要时向其所在单位
打电话核实。不要轻信“天上掉馅
饼”，本该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不沾，保

持平常心。维修要找物业或者打使用
说明书上的客服电话，切莫相信楼道
张贴的小广告。

收藏品类诈骗

骗术：夸大价值骗取“标的费”；
承诺高价回购收藏品行骗；免费鉴宝

“局中局”诈骗。
提醒：拍卖藏品，须认准有拍卖

资质的拍卖公司，正规拍卖公司在藏
品未成交之前不会向卖家收取任何费
用。。老年人参与收藏品投资或者拍
卖，一定要到专业部门，不要轻信电
话、网络、电视推销，谨防所谓“拍
卖公司”“艺术品公司”的诈骗陷阱，
发觉被骗要及时报警。

投资理财类诈骗

骗术：消费返本复利型投资理财
诈骗；小利小惠诈骗型投资理财诈
骗 ； 投 资 贵 重 物 品 型 投 资 理 财 诈
骗；理财产品诈骗投资理财诈骗；
合 伙 人 与 原 始 股 骗 局 投 资 理 财 诈
骗；非法传销型投资理财诈骗；广
告诱惑型投资理财诈骗；免费旅游
天价购房型投资理财诈骗；网络理
财投资理财诈骗。

提醒：老年人在投资贵重物品时
应当多方考量，包括注重出售方的主
体、资质等，以及贵重物品是否符合
其所应有的价值。以避免被虚假的出
售方或不值钱的物品所欺骗，带来不
必要的损失。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
进行投资时，不要盲目从众，也不要
贪利以防陷入更深的骗局。

骗婚骗财类诈骗

骗术：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或公园
等老年人聚集地炫耀财富、地位、家
庭背景等个人信息进行利诱；不法分
子以网聊痛陈失败婚恋史或不幸生
活、虚构自己拥有雄厚的财富等骗取
同情或博取好感，进而谋财谋色；不

法分子编造虚假身份或人际关系信息
作虚假承诺或索要财物。

提醒：结婚与交往的前提是需要
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不要轻易受欺
骗。老年人在交往过程中，遇到对方
多次索要钱财，无论是以何种目的，
都要谨慎对待。

旅游类诈骗

骗术：不法分子以低价旅游诱惑，
骗取老人钱财后潜逃；导游与景点商店
等相互勾结，强制老年人消费，并规定
最低消费额，不买不准离开。

提醒：强迫消费侵犯了消费者自
由交易、公平交易等权利，并且由于
强迫交易造成人身损害更是对于老年
人作为消费者权益的侵犯。 旅游景点
以低价销售假货或以高价销售与质量
并不符合的产品，是对老年人消费者
权益的侵害。

合同类诈骗

骗术：借款合同类诈骗；一房二卖
类诈骗；低价旅游套取高保证金合同。

提醒：老年人出借资金时一定要
慎重，最好让对方出具担保，保存好
相关证据。为了确保担保真实性，必
要时要委托律师核查。金额较大的借
款，最好和家人商量，办理出借手续
时，尽量咨询法律专业人士，避免上
当受骗。

电信诈骗

骗术：冒充国家相关工作人员调
查唬人；冒充亲友请求“汇钱救急”；
虚构中奖；电话推销等。

提醒：预防电信诈骗，要做到
“五不要”，即不要轻信不明对象及可
疑信息；不要因贪小利而受违法短信
息的诱惑；不要拨打短信息中的陌生
电话；不要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不
要泄露个人信息，特别是银行卡信
息。 据《北京青年报》

较之年轻人，老年人涉世经验丰
富，为何还屡屡陷入圈套里呢?有关专家
分析了相关原因。

缺乏关爱 对不少老人而言，他们基
本不再以能力和金钱来作为衡量一个人
的标准，而是用感情。我觉得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加倍好。一些骗子正是抓住这
点，以一手“温馨”的感情牌来填补老人们
渴望关爱的内心空洞。与老人各种套近
乎、嘘寒问暖，给予他们关爱，在感情牌的
攻势下，老人很快败下阵来，上当受骗。

“恐病”心理 人到了一定年龄，身上
的某些器官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
这些毛病难免会给老年人带来生活不便
及痛苦，所以他们总是担心小毛病会发
展成为大毛病。骗子们就抓住老年人的
这一心理，展开骗局。一方面大讲小病
不治可能酿成大病，另一方面大肆放大
某种药品的疗效，甚至把保健品当成能
治百病的神药。而大多老年人对医药知
识又了解甚少，缺乏防范意识。

贪小便宜心理 一些骗子总是先给老
年人一些好处，比如，给老年人送小礼
品；免费为老年人举办健康讲座；免费
为老年人体检；招待老年人免费用餐；
带领老年人参观访问一些地方。以此拉
近与老年人的感情，而后推荐药品保健
品。由于老年人接受了他们的小恩小
惠，大多不好意思拒绝推销。

随大流心理 有时骗子会找些人做
托，让这些托先买他们的产品，并要这
些托大力为该产品说好话，以此来说明
他们所卖的产品很受人欢迎，达到推销
的目的。而其他老人看到后，就会在心
里想，别人都买了，不怕受骗，我们也
买来试试。 据《银川晚报》

65岁以上独居老人最易受骗

专家建议，不让骗子钻空子，作为老
人自身，要注意以下几点。

1.正确对待诸多压力，主动延长社会
活动参与时间、助人时间和生活自理时
间，这样会有利于身心健康和防范意识的
提高。2.多参加社会活动有利于掌握最新
信息，感觉自己仍然年轻；帮子女带孩子
可增进亲情交流。3.日常生活中，由于老
人自身判断能力较弱，最好不要急于决
策，多和家人或身边朋友商量。不要迷信

“权威”，对于保健品厂商组织的讲座要审
慎参加。碰到陌生人主动攀谈，一定要提
高警惕，不要随便告诉对方家里人的情
况。接到陌生人电话后最好进行力所能及
地核实，然后再决定是否掏腰包。 晚综

为防止老人轻易上当受骗，避免财
产遭受损失，作为子女，应做到：

1.要勤于观察老人的日常表现。如果
通过观察发现家里的老人近一段时间作
息时间反常，经常外出，而且不告诉你去
向，就一定要及时沟通，不要忽视。 2.要
留意家中是否经常出现小礼物。免费送
给老年人一些小礼物是骗子惯用的骗术，
如果发现这种情况，要及时问清楚来源。
3.要多关心家里的老人。很多时候，老年
人从心里也不愿意与陌生人接触，但是，
有时是因为寂寞，缺少儿女的关爱，只能
在外面寻找一些精神寄托，更有甚者，就
算受骗也心甘情愿。 晚综

老年人常遇到哪些骗局

为何老人更容易受骗？

如何防止上当受骗

子女的关心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