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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核心观点

利用老年受众较多的电视节目、电台广播等，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典型案
例，提醒老年人不占小便宜，增强防范意识，一旦被骗及时投诉或报警。

莫让“网络陷阱”围猎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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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万物互联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行，便捷和风险共生。广大市民应提高警
惕，增强防范意识，吸取他人教训，不要轻信“天上掉馅饼”。

不要轻信“天上掉馅饼”

核心观点

诈骗行为在我们的身边时有发生，
预防诈骗行为，我们要更用心一些，才能
守护“钱袋子”的安全。

□ 市直 一言

网络时代，新情况因网而兴，新问题因网
而生，新隐患因网而增。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各
种手段进行网络诈骗，花样层出不穷，令人防
不胜防。日前，晚报就披露了三起市民被“套
路”的案例。案件一：刷单做任务轻松赚钱，市
区一女士就这样被“套路”，六次被骗 13万余
元。案例二：骗子伪装成成功人士，专挑中年
离异女士下手，青田刘女士（化名）被骗了 20余
万元。案件三：浏览网站时遭遇桃色陷阱，龙
泉一男子被骗 150余万元。

分析各种受骗原因，不难发现，其实并非
不法分子手段有多高明，套路有多么新鲜，往
往是受害人防范意识不强，存在轻信麻痹或贪
图小利等心理，最终放松警惕进而上当受骗。
比如，个别市民被“低价”“优惠”等噱头吸引，
或是在刻意诱导下，一点点放松警惕，一步步
走进网络圈套，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万物互联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行，便捷
和风险共生。广大市民应提高警惕，增强防范
意识，吸取他人教训，不要轻信“天上掉馅
饼”。具体来说，就是做到“三不一要”，即不轻
信——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
不管不法分子使用什么甜言蜜语、花言巧语，
都不要轻易相信，要及时挂掉电话，不回复手
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

会。不透露——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要因
贪小利而受不法分子或违法短信的诱惑。无
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及家人的身
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情况。如有疑问，可拨
打 110求助咨询，或向亲戚、朋友、同事核实。
不转账——学习了解银行卡常识，保证自己银
行卡内资金安全，决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公
司财务人员和经常有资金往来的人群等，在汇
款、转账前，要再三核实对方的账户，不要让不
法分子得逞。要及时报案——万一上当受骗
或听到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以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

作为相关职能部门，要在不断加大专项打
击整治力度的同时，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形
势、新任务和新要求，突出抓好以案释法活动，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要充分发挥各级
各类媒体作用，经常性开展反诈防骗宣传报
道，特别是要针对老年人、农民工、妇女和青少
年等容易受骗的群体，加大社会面法治宣传力
度，增强群众防骗意识、提高防骗能力。要充
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动员广大党员干
部深入乡村社区，积极开展送法进基层活动，
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财富
观，着力营造诚实守信、勤劳致富的良好风气，
消除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不良风气，努力铲
除滋生电信网络诈骗的土壤。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这款交友App，把我们家闹得鸡飞狗跳。”
武汉市民刘女士说，家里老人看了网络广告下
载了一款中老年社交App，结果被引诱充值五
六千元。记者调查发现，如今老年人普遍用上
了智能手机，但不少老年人欠缺网络安全知
识，成为一些手机 App流量“收割”的对象，乃
至陷入各种网络套路中。（据本报）

这不是个例。2021年 9月，中国社科院社
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17.25%的被访老年人有在网络中受骗的经历；
其中，超四成老年人曾因保健品被骗，近四成
老年人因免费领红包被骗。

不法者专门针对老年人设置种种网络陷
阱，自有其原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
2月发布的第 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年 12月，中国 60岁及
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 1.19亿。加上老年人有
钱有闲，不法者自然就在网络上对老年人动起
了脑筋。

无疑，这对老年人安享晚年是种打击。被
骗，不光破财还伤心，总不是什么幸福的事。

“老人已经 70多岁了，平时省吃俭用，一下被骗
了 2800多元，每天茶饭不思。”来自山西的李先
生吐槽，自己的父亲在网上学习理财课，说是
免费学习，几节课下来就在所谓“教授”的怂恿

下买了价值 2888元的“精品课”，结果发现课程
内容都是“教授”从网上抄来的。所以，莫让网
络陷阱围猎老年人就成了当务之急，特别是在
共同富裕的背景下。

怎么办？
消灭网络陷阱是关键。老年人为什么掉

进网络陷阱？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网络陷
阱的存在。这样看来，只要消灭这些陷阱就行
了。即使不能全部消灭，也得尽可能让这些陷
阱越来越少。怎么消灭？比如整合社会力量，
展开常态化抽检、巡检，及时发现陷阱，对违法
者予以曝光，倒逼他们遵纪守法。平台、应用
商店应该负起主体责任，重视用户反馈，及时
下架有问题的 App以及内容。有关部门也应
坚持对网络陷阱建立一套快速响应机制，对发
现的违法问题快速处置。

更需要管好老年人。针对一些老年人网
络安全知识不足的问题，可利用老年受众较多
的电视节目、电台广播等，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和典型案例，提醒老年人不占小便宜，增强防
范意识，一旦被骗及时投诉或报警。家属则应
给予老人更多陪伴，通过陪伴给予老人关心和
理解，起到预防作用；另外在陪伴中向老人传
授更多手机使用技巧和防骗技能，提供更多安
全守护。

但愿老年人不再掉进网络陷阱，放心愉快
地在网上冲浪。

预防诈骗
我们要更用心一些

□ 市直 郑雳

日前，丽水的舒先生接到诈骗电话，他
选择立即报警，协助警方冻结骗子账户上
的近百万元资金，上演了完美反击。看到
这则新闻后,不由得为这位舒先生的行为
点赞。诈骗行为在我们的身边时有发生，
预防诈骗行为，我们要更用心一些，才能守
护“钱袋子”的安全。

日常多留点心眼。有一个朋友的单位
同事被网络诈骗了，在诈骗发生之前，单位
领导曾给全员开了一次防网络诈骗的宣传
会议，反复强调要注意提升防骗意识。究
其原因，还是大意了，认为诈骗不会发生在
自己身上，他人上当受骗是太笨了。其实，
现在网络诈骗案件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
上，老年人容易陷入“保健品”骗局，青少年
在游戏、网络刷单上被骗，高收入群体则是
在投资理财方面上当。诈骗团伙往往是集
团化、产业化作案，犯罪分子以有心算无
心，稍不留神，我们就可能上当受骗。面对
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我们要更加注意防
止自己的信息泄露，学会保护自己。从来
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
更没有能打通一切关系的“神人”，踏踏实
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杜绝一切诱惑、不
惧骗子恐吓，再多了解一些诈骗的案例手
法，我们就能在网络诈骗面前立于不败之
地。

遇事多一些智慧。我们不惹事，也不
怕事，要是真遇上骗子，也不要慌张，一切
叫我们扫码支付和转账汇款的电话都不需
理会，无论电话那头自称是公检法还是客
服、领导，先等我们通过有效手段验证过再
说，并要跟身边的朋友、亲人好好商量，发
觉不对劲要像好市民舒先生一样马上报
警，如果分不清真假，96110反诈平台是我
们最好的咨询和举报的渠道。近来有市民
接到骗子电话称快递核酸检测阳性可以退
款，我们的信息又被他们掌握，很容易就会
失去警惕，落入彀中。说一千道一万，陌生
的号码所传递的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
道来验证，不能轻信。万一真的上当了，也
不要慌张，要做到及时止损，比如登录骗子
的账号输错三次密码，就可以临时冻结账
户，那么我们只要及时向警方报案，就有可
能追回资金。不要怕丢了面子，报警是不
给骗子再次伤害我们的机会，也是对其他
人的善意提醒。

预防诈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广大
市民朋友要进一步提高防范意识，有针对
性地学习相关防骗知识，克服人性当中的
弱点，不给骗子可下手的机会，多跟身边的
朋友分享防骗知识，织就一张牢不可破的

“防骗安全网”，我们一定可以让骗子无处
下手，最终打赢这场防骗反诈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