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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神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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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养生保
健、投资理财等多类骗局，印制好的防骗手册将发放
到社区和老人集中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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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数据显示， 中老年群体中 65 岁以上的独居老
人最容易上当受骗。 因为孤苦无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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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媒体报道，2018年 6月， 国内最大的以免费旅
游为幌子、利用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犯罪案件告破，38
个“旅游会销”平台被打掉，638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打着虚假公益组织的旗号， 冒充医疗专家吹嘘、
夸大产品功效，将十几元钱的廉价产品包装成中央高
级干部“特供”药品，再以三四十倍的价格大肆推销行
骗……这是该团伙坑老人养老钱的主要手段。

据受害老人自述，落入陷阱的三个关键点：一是
受到了“免费旅游”的诱惑，二是被诈骗分子嘘寒问暖
的“感情牌”打动，三是被冒牌专家“洗脑”，轻信了保
健品被夸大的功效。

《防骗攻略》提示，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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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行骗，建议
老人不要轻信陌生人说的话、 不要轻易透漏个人信
息、要多和子女及亲戚沟通、要注意保存购物单据等。

老年人常遇到的骗局有哪些？ 应该如何避免？ 事
后该如何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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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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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患有疾
病，要主动到医院就医，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 相反，
伪劣的保健品会加重患者的病情，贻误治疗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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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在遇到推销保健品或者声称可以
退款的情况，不要擅自做决定，要积极和自己子女或
者其他亲朋好友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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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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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个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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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签署藏品回购合同时，建议寻求
律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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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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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自己的判断
标准，也不要贪利以防陷入更深的骗局。

旅游类诈骗

骗术：不法分子通过各种嘘寒问暖方式，用“温情
攻势”取得老人信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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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个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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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欺骗的销售行为需要承担

“退一赔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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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个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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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个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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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65 岁以上独居老人最容易受诈骗
保健养生骗局排头号
阅读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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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