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4日
星期五

4

本
版
编
辑

黄
漠

校
对

彭
师
德

刘
一

鲍
丽
萍/

绘
制

本
版
摄
影

唐
建

养
老 本

报
记
者

冯
维
静

“幸亏把课件拍下来了！我这养老钱差点就全打水漂了！”午后的杨庄街道养
老驿站里，麻将牌的碰撞声戛然而止。董阿姨攥着发烫的手机，声音发颤地向围拢过来

的老姐妹们讲述惊魂一刻。这两天，她逢人便分享自己的遭遇，“反诈海报真是我们老年人
的‘救命符’，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别让骗子钻了空子！”

事情发生在一周前。
当时，董阿姨正准备出门买

菜，突然接到一通显示“官方认证”
标识的电话。听筒里传来严肃的
女声：“您的医保账户在上海发
生违规报销，涉嫌骗保，请立即
配合调查。”对方不仅准确说出
她的身份证号、就诊记录，还通
过短信发来一张带防伪水印的

“冻结通知书”。
在连番“不配合就逮捕”的恐

吓下，董阿姨慌了神，想赶紧给老
伴打电话，一起去银行转钱。但拨
打号码的那一刻，她突然想起来前
几天在养老驿站上的一堂反诈课，
手机相册里还保留着一张照片，
PPT 上用红框标出警示话术：“凡
提及‘安全账户+小额诱导’必为诈
骗”“公检法不会电话要求转账”，
瞬间让她清醒过来。“这和警察说

的诈骗套路一模一样！”意识到自
己险些落入陷阱，董阿姨等老伴到
家，立马赶往派出所求助。

民警在安抚董阿姨时，她的手
机再次响起，正是骗子打来的“催
促电话”，民警接过电话，表明身份
后，骗子慌忙挂断，再未联系。如
今，董阿姨特意把反诈课件设成手
机壁纸，见人就说，“这是我的‘护
身符’，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这并非个例。北京市公安局
通州分局反诈中心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通州区电诈案件中，虚假征
信类诈骗尤为猖獗，其中以冒充
客服取消百万保障、会员诈骗最
为突出，此类案件占电诈案件总
数的22.4%。

“诈骗分子利用老年人对政务
流程的不熟悉，通过技术手段伪造
来电显示，甚至使用AI语音模拟真

人。”通州公安分局反诈中心队长
张斌展示近期老年人易受骗案例
时，也提到了董阿姨这起电信诈
骗，“骗子连医保报销的最新政策
都能信手拈来。”

面对严峻形势，通州区民政局
老龄事业发展中心主任何凤红在
采访中表示，打击治理涉老诈骗是
保障老年人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的关键举措，6月至 8月，通
州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构建起

“线上+线下”立体反诈网。在社
区、养老驿站、菜市场等老年人聚
集场所，邀请民警化身“讲师”开展
情景模拟教学；社区微信群每日推
送“反诈日历”，用短视频等形式拆
解诈骗套路；十万余张反诈海报不
仅贴在银行、社区公告栏，更被精
心设计成折叠卡、购物袋等实用物
品，让反诈知识融入日常生活。

看似普通的日常行为，背后却
隐藏着令人防不胜防的诈骗陷
阱。近日，记者在助老反诈宣传月
活动上，了解到多起通州老年人受
骗案例。

今年 3月，梨园镇 68岁的李大
爷接到显示为某物流通州分部的
电话，称有个广东寄来的快递退件
了，里面是价值 3万的百万医疗保
险保单，如若不及时处理，将收取
5%滞纳金，而且会每日递增。李
大爷在“客服”引导下，一步步下
载了陌生 APP，开启屏幕共享，当
对方以“验证账户安全”为由索要
银行卡验证码时，他甚至没意识
到，手机屏幕上正跳出数万元的转
账提醒。

郭大爷也遭遇了这样的骗局，
他接到一条快递到达驿站的短信，
凭借取件码却无法取出快递。拨
打短信上的电话询问时，对方避而
不谈快递，反而告知他开通了百万
保障，不关闭每月将扣1080元服务
费。郭大爷在对方指导下，打开电
子钱包的消费者保护栏，竟真的看
到写着自己名字、保额 100万且显
示“开通中”的保障服务。随后，他
按指示发送取消短信，又被诱导打
开银行APP、下载会议软件共享屏
幕。直到收到银行转账短信，发现
5万余元消失，才惊觉被骗。

李奶奶遭遇的骗局更具迷惑
性。对方自称是某购物平台的客
服，称李奶奶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

问题，要给她办理退款。由于对方
能准确说出李奶奶购买的商品信
息，李奶奶信以为真。随后，对方以
退款需要先验证个人征信为由，让
李奶奶下载了一个陌生的APP，并
在APP上填写了自己的银行卡信息
和验证码。不久后，李奶奶就发现
自己银行卡里的3万元被转走了。

此外，虚假征信类诈骗已成为
不法分子的“惯用伎俩”。骗子往
往冒充银行、网贷、互联网金融平
台的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的信用
卡、互联网消费信贷服务等信用支
付工具有不良记录，不消除会影响
个人征信，以能够帮助受害人注销
账号、消除记录为由，诱骗其转账
汇款实施诈骗。

结合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严
峻形势，以及老年人易受骗的“养
老服务”“投资理财”等典型案例，
张斌详细剖析诈骗分子作案手法。

从通州区整体发案数据来看，
虚假征信类诈骗案件数量呈上升
趋势，严重侵害了老年人的财产安
全，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打
击。这些诈骗案件不仅造成了经
济损失，还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
生负面影响，一些老人被骗后陷入
自责、焦虑的情绪中，甚至引发身
体疾病。

老人缘何成为诈骗重灾区？
张斌分析，老人易中招存在三大软
肋。其一为扣费恐慌，“自动续费”

“影响征信”等话术直击老人对资
金安全的焦虑；其二是技术盲区，
屏幕共享、NFC支付等新功能常被
不法分子恶意利用，老人因不熟悉
而陷入陷阱；其三是权威服从，部

分诈骗分子甚至会以穿着“快递制
服”的视频画面获取信任，增强欺骗
性。此外，反诈中心监控发现，诈骗
分子还开发了方言剧本，用本地话与
老人交流，进一步降低其戒心。

为有效遏制虚假征信类诈骗
案件高发、频发的态势，通州警方
积极行动，针对今年以来的此类案
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统计分析，并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提升一线民警
应对此类诈骗的能力。他们通过
大数据分析，发现此类诈骗案件在
工作日的上午和晚上时段发案较为
集中，一些老旧小区和回迁房小区
的老年人更容易成为目标。基于这
些分析结果，通州警方有针对性地
调整警力部署，在高发时段和高发
区域加强巡逻防控和宣传工作。

“反诈宣传月”期间，通过多部
门协同联动，将反诈宣传嵌入社区
服务、养老机构等场景，组织针对

虚假征信类诈骗开展专题培训，就
诈骗套路、高发原因、预警处置等
方面全面讲解。邀请专家和经验
丰富的办案民警进行授课，通过实
际案例分析、模拟诈骗场景等方
式，让大家深入了解诈骗分子的作
案手法和心理。

“许多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
缺乏日常的陪伴和交流，情感上较
为孤独。诈骗分子就抓住这一特
点，以热情关怀接近，通过日常聊
天获取信任，待老人产生情感依赖
后，再以各种理由骗取钱财。”何凤
红呼吁，家庭、养老机构与社会需
多方联动，构建防诈屏障。家庭应
强化沟通、普及案例、做好技术防
护；养老机构需将防诈融入管理，
开展多元宣传；社会各界则要发挥
合力，共同守护老年人的财产与精
神安全，让老年人在优质养老服务
中远离诈骗威胁。

庆幸：反诈课程关键时刻护平安

警惕：取快递被骗走5万

解析：为何老人成了重灾区

【
相
关
链
接
】

老年人易中招的六大电信网络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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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分子多以免费体检、领取奖品为诱饵，吸引老
年人参加“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活动，以“祖传秘方”

“特供专供”为噱头，虚构或夸大产品功效，诱骗老年人
购买所谓的“药品”“保健品”“理疗仪器”等。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身体不舒服，最好去正规医疗
机构，谨遵医嘱、按时吃药，不要轻信各种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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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犯罪分子以帮助老年人拍卖其收藏的粮票、邮票、
错版人民币等“老物件”为诱饵，虚构高价，诱骗老年人委托
代为拍卖，收取“拍卖费”“服务费”；有些犯罪分子将公司的
劣质工艺品冒充为高档收藏品，虚假承诺短期内会大幅增
值且公司会高价代售或回购，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

遇到这种情况，请广大老年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慎之
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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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非法集资类。这类骗局一般依托注册成立的公
司，宣称投资各种养老项目，或者一些听上去很“高大上”
的，比如光伏、量子等项目，宣称收益好，年化利率高，承诺
可以保本返息，前景一片光明。他们甚至打着“国家帮扶”

“政府扶持”的名义，吸引老年人投资，或者诱骗投资人去
“拉人头”。这种投资一开始会尝到甜头，但公司资金链一
旦断裂，必定血本无归。并且这种资金链断裂是必然的，因
为公司运营是需要成本的。

二是各种理财神器类。有些犯罪分子假冒有国企背
景，宣称非常可靠，存一万赚三千，并且门槛低、周期短、收
益率高、投资方便，下载手机APP就能投资，邀请好友就能
获得上万元的红包。听上去十分诱人，简直就是天降“大
饼”，他们忽悠老年人充值投资，但所谓的充值，实际上就是
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犯罪分子的私人账户。目前该类诈骗
受害者中各年龄阶段的群体都有，不少老年人因为这种骗
局损失惨重。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在购买理财产品时，一定要通过正
规渠道，千万别被“低风险、高收益”的承诺蒙蔽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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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犯罪分子以“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
房产抵押，然后恶意利用公证、仲裁和诉讼等方式或者
使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老年人房产，造
成老年人无家可归、身负巨债。这种以老年人房产为对
象的诈骗，是对老年人侵害最严重的一种陷阱，不仅让
老年人失去了栖身之所，且使其失去了生活最重要的保
障。这也是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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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犯罪分子以“关爱老年人”和“帮扶弱势群体”
为旗号行骗，有的组织旅游参观活动，通过诱导、捆绑销
售或变相收取会员费等方式行骗；有的冒充自来水公司
员工或社区、医护人员，以上门检修管线为由入户行骗；
有的利用老年人的善心和同情心，通过虚假宣传“慈善
活动”“公益项目”进行非法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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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代办”骗局。犯罪分子冒充医院、银行、保险公司等
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渴望晚年生活有所保障的急切
心理，谎称可以代为补缴“社保”，收取“材料费”和“办事费”。

“街头迷信”骗局。犯罪分子自称“神医”或“大师”，虚
构老年人自身或家人将有疾病、灾祸，编造只要对现金钱财
和金银首饰“开坛作法”就可以“趋吉避凶”，再勾结同伙调
包或诈骗款项，造成老年人财物损失。

“黄昏恋”骗局。这是“杀猪盘”的一种，犯罪分子利用
单身老人情感缺失、生活孤独的特点，通过网络或微信交友
发展为“恋爱关系”，再编造各种理由索要钱财。

“虚拟货币”骗局。犯罪分子或者号称不用投钱可以
“零撸”“挖矿”，发展下线就能“推荐返利”，或者号称购买虚
拟货币就能有收益等，往往是以“0 门槛 0 投资”的方式出
现，再通过“推荐返利”的方式引诱老年人发展下线，让部分
老人尝到甜头后加大投资，之后往往血本无归。

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以银行卡涉嫌洗
钱等犯罪，要求配合执法等话术骗被害人把银行账户内存
款转到指定账户。

通过这些典型案例，我们清晰地看到电信网络诈骗分
子针对老年人设下的重重陷阱。作为子女，应给予老人更
多关心与陪伴，多与他们交流当下诈骗手段及防范方法。
老年人自身也要时刻保持警惕，牢记“不听、不信、不转账”，
遇到拿不准的事，及时与家人或警方联系。

一堂反诈课一堂反诈课
保住钱袋子保住钱袋子

副中心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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