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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物来顺应，事过心宁，可以延年。

——《寿世保元》”
北京发来公证书，百万巨奖“砸中”肥东老人

骗子为何总爱盯着老人的“钱包”？
□合公新 记者 王玮伟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老年
人被骗问题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
题。现在很多诈骗案件，目标都是老年
人，因为多数老年人的信息来源相对滞
后，甚至对社会出现的复杂状况毫无感
知，成为骗子忽悠的主要选择对象。

除了身体健康外，老年人如何适应飞
速变化的社会，怎样才能远离骗局、安享
晚年？

看着手中百万元的中奖彩票以及一份公证书，肥东
老人葛某确信天上掉下了馅饼。今年9月29日上午，他
准备按照要求去缴纳1万元公证费，由于孤身一人在家，
去银行汇款前，他来到辖区桥头集派出所，向民警咨询汇
款问题，顺便让民警再看看真假。

待葛某说明自己的来意后，值班民警当即告诉老人，
这是个骗局，1万块钱千万别汇。葛某不相信，他告诉民
警，几天前，他接到一份从北京发来的庆典广告，刮开兑
奖区发现里面写着“壹佰万”，里面还附有一份公证书和
咨询电话。

葛某按照上面的兑奖电话010—****3578打过去咨
询，对方确认了葛某的身份，并称其确实中了100万元的
奖金，需要提供其本人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便于打款。

葛某没有怀疑，立即提供了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信
息后，一个自称公证处工作人员的电话 010-****5626

打给葛某，在电话里，对方确认了葛某的个人信息、银行
信息、兑奖防伪密码后，告诉他需要缴纳 1 万元的公证
费到一个名字为王**的个人账户：6228****5273，然后
就会有100万元的奖金准时到账。

听完葛某的叙述后，民警耐心地让他先坐下，并拿
出防诈骗宣传材料，告知老人这是一起典型的“中奖信
息电信诈骗案件”，向其详细宣传电信诈骗的手段和应
当采取的防范措施。葛某听后才恍然大悟，庆幸自己没
有汇款。

提醒：这种骗局并不新鲜，但骗子的迷惑性更强。道

具除了刮奖卡，还附带详尽的购货单据，显示出东西的

“真实性”，容易误导受害人。之后，骗子再借缴纳手续

费、公证费、税费等名义骗取钱财。希望老人警惕，天下

没有白吃的午餐，不要尝试联系所谓的“兑奖热线”。年

轻人也要多给老人普及下这类诈骗的信息，防止上当。

今年 8 月份，家住肥东的老人潘某突然接到自称
“福建公安局”打来的电话。潘某回忆，“警察”一上来就
告诉他，他的账户涉及洗黑钱，目前正在被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其名下所有账户和银行卡将被冻结。“当时我非
常紧张，也没来得及思索，电话就被先后转到了“检察
院”、“法院”还是什么部门，反正公检法的都告知我犯事
了，可能要被抓起来。”

从来没遇到过这阵势的潘某被吓坏了，搜集了自己名
下的存款，按“指示”往银行赶，要把钱都汇到指定账户。
他们说：“我账户的钱要给他们保管起来，查清楚了自己就
会退回来。”潘某说，电话里的人还多次严厉警告他别透露
信息给任何人，否则就是泄密，到时候钱没了，还要抓他。

正在此时，潘某的侄子路过他家，看到舅舅愁眉不展，
便询问所谓何事。一开始，潘某支支吾吾称没事，其侄子
发觉有异常，一个劲地追问，最终，潘某告诉了侄子事情的

来龙去脉，并表示自己很担心。
其侄子觉得事有蹊跷，便告诉舅舅这应该是骗子，并

带着舅舅前往辖区桥头集派出所咨询。值班民警了解情
况后，告诉潘某这是电话诈骗。 此时，潘某较真起来，“你
说我没事，可外地警方说我有事，我到底有没有事？公安
局打来的电话还能骗我？”

民警表示，公检法办案都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民警
不可能在电话中要求事主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号”。
潘某这才意识到自己接到了骗子电话。

提醒：民警打电话，不会说“要保密，不要跟家人说”

之类的话，即便涉嫌犯罪，嫌疑人也可咨询律师和家

人。警方也肯定不会要求把钱汇到“安全账户”。需要

取证的，警方肯定当面取证，不会仅电话通知。因此，老

年人接到陌生人电话，但凡涉及汇款就得警惕，绝对不

能着急汇款。

“我给我女友汇款，你拦着干吗？你只管把钱汇过
去就行了……”10月16日，肥东某银行大堂内，一名老
年男子与银行工作人员发生了争吵。原来，工作人员怀
疑张某遇到电信诈骗，便好言相劝，却被张某说成多管
闲事。

随后，该银行其他工作人员向辖区桥头集派出所报
警。民警赶到现场，张某理直气壮地告诉民警，他是给
热恋的对象汇款的，并不是被人骗了。他的态度非常抵
触，还直称民警妨碍自己办业务。

事实真的如此吗？民警经过了解得知，张某虽然年
纪很大了，但仍然是单身，就在前几天，他在网上认识一
名长相靓丽自称李某的 30 岁上海籍女子。两人电话、

短信、微信聊得火热。10 月 16 日上午，李某告诉张某
自己银行卡被冻结了，急需用钱缴纳房贷。陷入“爱河”
之中的张某毫不犹豫地拿着4700元存款走进银行准备
汇款，于是就有了先前的一幕。

民警通过张某的讲述，断定这是一起电信诈骗
案件，通过向张某分析此事及电信诈骗常见手段，
制止了张某想要转账的念头。

提醒：近年来，网恋骗子呈增加之势，其中老年人尤

其容易受骗。民警表示，选择网络交友时，千万要注意

做好自我保护。在交往中，尽量避免与对方产生经济上

的牵扯，当心上当受骗，哪怕是熟悉后，对方借钱时也要

务必留下凭据，以免事后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从事社区民警工作已有 5 年的肥东县公
安局民警刘国斌告诉记者，老年人工作圈子
相对狭窄、封闭，人际关系单一，与外界接触
较少。骗子们掌握了特定人群心理弱点，致
使受害人错误判断甚至丧失辨别力。

刘国斌说在他的辖区也不乏出现各类针
对老年人的骗局，且这些骗局渐渐向农村地
区蔓延。不过，自从警方推行农村“一村一
警”模式，驻村民警经常性进村入户，向辖区
居民宣传各种防范骗局，实现群众安全感和
满意度双提升。

根据多年的工作积累，刘国斌称骗子花
招百出，大约分为四大类。如以健康为诱饵
设骗局，骗子以免费体检、免费服务为名，深
入社区，忽悠中老年人“身体有病”要及早治
疗，诱导中老年人购“神奇”药品或理疗器械。

其次，以亲情为诱饵设骗局，常以当事人
的子女、亲友发生车祸、欠债等意外事件为由，
要求当事人转账救急。还有以发财为诱饵设
骗局，骗子描绘只要参加他们集资、参股等投
资理财活动，或者购买奇特的宝物、古董，就能
获得高额的回报。

此外，以分赃为诱饵的骗局也偶有发
生。此类骗局多发生于街头巷尾，以捡到大
额现金、贵重金属、珠宝等值钱的物品为诱
饵，让当事人参与“见者有份”的分赃。其实，
所谓的贵重物品或钱财，要么是假货，要么早
已被调包。

警方：
四类骗局最容易迷惑老人

生理退化、心理弱点、骗子狡诈，多种因
素决定了老年人在生活中成了地地道道的弱
势群体。那么，老年人如何才能远离骗局呢？

首先，作为老人自身，应正确对待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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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由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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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
贪小便宜就不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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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子女，应尽量保持与老人的有效沟通
和交流，将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及时告
诉老人，家里的重大决定尽量让老人知道并
相互商量。值得一提的是，一旦得知老人被
骗，千万不要责怪、埋怨，那样反而会雪上加
霜，使老人身心受更大的伤害。

支招：
如何让老人远离骗局？

案例一：
北京发来公证书，百万巨奖“砸中”肥东老人

案例二：
“公安局的电话也能骗我？”

案例三：
“网恋”女友急用钱，男子银行汇款遭阻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