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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反馈R

■■建议建议R

当前，一些地方在建设“特色小镇”的过程中，存在

主导产业薄弱、违法违规占地、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

读者来信版征集监督报道线索，欢迎提供相关线索。

信箱：rmrbdzlx@126.com 传真：（010）65368495

预 告

随 着 信 息 网 络 技 术 的 快 速 发 展随 着 信 息 网 络 技 术 的 快 速 发 展 ，，电 信电 信

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不法分子利用通不法分子利用通

信工具信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根据受害者特根据受害者特

点量身制作点量身制作““剧本剧本”，”，步步设套步步设套、、引人上钩引人上钩，，

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其中老年人其中老年人

是重点受害群体是重点受害群体。。

如今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上了智能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上了智能手

机机，，但防范诈骗的意识与知识却还有所欠缺但防范诈骗的意识与知识却还有所欠缺。。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群体关注个人健康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群体关注个人健康、、

信息检索能力弱信息检索能力弱、、渴望情感关怀等特点渴望情感关怀等特点，，巧立巧立

名目名目、、实施诈骗实施诈骗。。

利用老年人关注健利用老年人关注健
康的心理康的心理，，设置医疗保健设置医疗保健
骗局骗局

““老年人身体健康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小老年人身体健康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小

毛病毛病，，比年轻人更重视养生保健比年轻人更重视养生保健。。有些不法有些不法

分子就利用老年人关注健康的心理分子就利用老年人关注健康的心理‘‘设局设局’，’，

常常得手常常得手。”。”据河南登封市读者于洋观察据河南登封市读者于洋观察，，不不

少电信网络诈骗都是打着少电信网络诈骗都是打着““提供医疗服务提供医疗服务””

或或““销售保健品销售保健品””的幌子的幌子，，既造成受害者财产既造成受害者财产

损失损失，，也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也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

今年初今年初，，山西晋中市警方打掉了一个此类山西晋中市警方打掉了一个此类

团伙团伙，，并揭露了他们的诈骗套路并揭露了他们的诈骗套路。。该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

通过公众号通过公众号、、网络平台等发布治疗心脑血管网络平台等发布治疗心脑血管、、

偏瘫等疾病的虚假医疗广告偏瘫等疾病的虚假医疗广告，，吸引受害者吸引受害者。。团团

伙成员冒充知名医院的伙成员冒充知名医院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用各种话用各种话

术引诱患者高价购买药品术引诱患者高价购买药品。。之后之后，，团伙团伙““售后售后

组组””成员主动联系患者成员主动联系患者，，假意了解患者前期用假意了解患者前期用

药和病情药和病情，，谎称推荐院长谎称推荐院长、、专家给患者进一步专家给患者进一步

用药治疗用药治疗，，让受害人以高于市场十倍甚至几十让受害人以高于市场十倍甚至几十

倍的价格购买提前准备好的低价药品倍的价格购买提前准备好的低价药品。。

20212021 年年 33 月月，，山东东营市的王女士接到山东东营市的王女士接到

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公益组织对方自称是某公益组织，，可以为王可以为王

女士争取一份女士争取一份““免费医疗免费医疗””的名额的名额，，一旦成功一旦成功，，

王 女 士 就 能 够 享 受王 女 士 就 能 够 享 受 3030 万 元 的 免 费 医 疗 额万 元 的 免 费 医 疗 额

度度。。患有慢性病的王女士对送上门来的患有慢性病的王女士对送上门来的““免免

费医疗费医疗””十分心动十分心动。。在对方诱导下在对方诱导下，，她支付了她支付了

40004000 多元多元““手续费手续费”，”，还多次向对方转款还多次向对方转款，，被骗被骗

走走 22..44万余元万余元。。

辽宁盘锦市读者范创在来信中说辽宁盘锦市读者范创在来信中说：：有些有些

诈骗团伙线上线下一起行动诈骗团伙线上线下一起行动，，先用小恩小惠先用小恩小惠

骗取老人信任骗取老人信任，，然后再逐步实施骗局然后再逐步实施骗局。。他们他们

选择在小区门口设置摊点选择在小区门口设置摊点，，通过发放免费的通过发放免费的

鸡蛋鸡蛋、、面条和其他日用品等面条和其他日用品等，，吸引老年人加吸引老年人加

入 微 信 群入 微 信 群、、QQQQ 群群 ，，以 便以 便““享 受 更 多 实 惠享 受 更 多 实 惠 ”。”。

当老年人加入后当老年人加入后，，群里隔三岔五发布广告群里隔三岔五发布广告，，

高价推销有问题的高价推销有问题的““保健产品保健产品”，”，还有同伙帮还有同伙帮

腔腔，，诱骗老年人上当诱骗老年人上当。。

读者孟先生讲述了自己被所谓读者孟先生讲述了自己被所谓““优惠优惠””蒙蒙

蔽蔽，，受骗上当的经历受骗上当的经历。。孟先生患有关节炎孟先生患有关节炎，，一一

直关注各种养生信息直关注各种养生信息。。20202020 年他接到电话年他接到电话，，

对方自称是某医疗保健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方自称是某医疗保健机构的工作人员，，说说

只需要只需要 3939 元就可以低价试用该机构的元就可以低价试用该机构的““龙头龙头

产品产品”。”。孟先生觉得反正没多少钱孟先生觉得反正没多少钱，，不妨一不妨一

试试，，便购买了一盒便购买了一盒。。付款后付款后，，对方果然寄来了对方果然寄来了

所谓所谓““龙头产品龙头产品”，”，还附赠了许多保健品宣传还附赠了许多保健品宣传

单单，，宣传其它宣传其它““包治百病包治百病””的保健品的保健品。。之后之后，，该该

机构工作人员又以回馈客户的名义机构工作人员又以回馈客户的名义，，推荐保推荐保

健品健品““大礼包大礼包”。”。孟先生断断续续买了孟先生断断续续买了 22 万元万元

的保健品的保健品，，直到警方找上门来劝阻直到警方找上门来劝阻，，才及时止才及时止

损损。。经当地警方查明经当地警方查明，，该机构成员并没有医该机构成员并没有医

学背景学背景，，所售卖的也都是所售卖的也都是““三无三无””产品产品。。

假冒公检法人员假冒公检法人员、、亲亲
友友，，诱骗老年人转账诱骗老年人转账

电信网络诈骗往往电信网络诈骗往往““隔空隔空””发生发生，，老年人老年人

一般很难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一般很难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尤其是一些尤其是一些

独自生活的独自生活的““空巢空巢””老人老人，，当他们落入诈骗陷当他们落入诈骗陷

阱时阱时，，由于得不到亲友等的及时提醒由于得不到亲友等的及时提醒，，往往往往

越陷越深越陷越深。。

山西太原市读者董晓在来信中表示山西太原市读者董晓在来信中表示，，她她

的外婆就曾因误信他人的外婆就曾因误信他人，，险些被骗险些被骗。“。“当时当时，，

有个陌生人给外婆发来好友申请有个陌生人给外婆发来好友申请，，验证信息验证信息

写着写着‘‘老朋友还记得我吗老朋友还记得我吗？’？’外婆以为是熟外婆以为是熟

人人，，就加了好友就加了好友。。在聊天中在聊天中，，这个人不断套这个人不断套

外婆的话外婆的话，，掌握了外婆的一些信息掌握了外婆的一些信息，，还给她还给她

发了一条奇怪的链接发了一条奇怪的链接，，请她帮忙点一下请她帮忙点一下。。幸幸

好外婆有所警惕好外婆有所警惕，，把这事告诉了我把这事告诉了我，，这才没这才没

有上当有上当，，否则还不知道会被骗走多少钱否则还不知道会被骗走多少钱。”。”董董

晓说晓说。。

有些不法分子利用头像有些不法分子利用头像、、个性签名等个性签名等，，

制作制作““高仿号高仿号””假冒熟人招摇撞骗假冒熟人招摇撞骗。。安徽合安徽合

肥市的范先生今年肥市的范先生今年 7070 多岁多岁，，喜欢旅游的他加喜欢旅游的他加

入了一些旅游交友入了一些旅游交友 QQQQ 群群。。一天一天，，范先生收范先生收

到陌生人的添加好友申请到陌生人的添加好友申请，，对方自称是某对方自称是某

QQQQ 群的群的““管理员管理员”。”。范先生与这名管理员范先生与这名管理员

曾有过互动曾有过互动，，看对方账号资料没有问题看对方账号资料没有问题，，就就

通过了申请通过了申请。。不久不久，，这位这位““管理员管理员””声称朋友声称朋友

出事急需用钱出事急需用钱，，希望范先生帮忙希望范先生帮忙，，范先生先范先生先

后分后分 55 次转账了次转账了 61006100 元元。。幸好范先生在与幸好范先生在与

朋友沟通时发现蹊跷朋友沟通时发现蹊跷，，及时报警及时报警，，这才这才挽回

了损失。

今年 73 岁的张女士家住湖北襄阳市，前

不久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她的

外甥，因为跟同学发生矛盾，急需用钱。张

女士一时心急，来不及细想，马上前往银行

取出 1 万多元。银行工作人员看老人家独自

来取款，便主动上前问明缘由，发现不对劲

后及时报警，避免张女士掉入陷阱。

除了冒充亲戚、朋友，还有些不法分子

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以配合调查、追回钱

款等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入所谓

指定账户。

重庆市的胡先生 2018 年曾遭人诈骗。

后来，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外地公安

人员”，表示公安机关侦破一起诈骗案，被骗

钱款已追回，可以还给胡先生。但在返还钱

款 之 前 ，要 求 胡 先 生 缴 纳“ 司 法 信 誉 保 证

金”，转账到指定账户。胡先生被骗子们骗

得团团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诈骗团伙先

后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工作人员，

从胡先生处骗取了 30 余万元。

想“赚点小钱”，辛苦
钱却打了水漂

“刚刚‘触网’的老年人警惕性比较高，

而有些对网络比较熟悉的老年人却失去了

警惕，参与投资、兼职等活动，想增加一些收

入，忽略了其中暗藏的陷阱。如果不提高防

诈骗意识和能力，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江西南昌市读者冯凯旋说。

陕西宝鸡市读者魏强在来信中表示，他母

亲接触网络很早，喜欢网购。某天她在微信群

里看到一则“刷单”广告，觉得“挣点小钱也不

错”，便添加了发布者的微信。“刚开始，对方态

度很好，详细介绍了工作流程。我妈试着刷了

几单，果然赚了 100 多元，于是就继续做下

去。但到后来，对方以‘流水’不足为由，让我

妈多次付款刷单。我妈付了几笔货款后，不仅

佣金没赚到，贴进去的钱也退不回来了。”

还有读者反映，家人在网上看到一些广

告宣传投资项目，声称有专业人士指导，不

仅可以保本，还能够赚取超高利息。老人们

一开始只是投点小钱，发现确实如广告宣传

的那样，赚到了高额利息，于是放开手脚往

里投钱，还呼朋引伴，大家一起投资。结果，

没多久，项目先是延迟返现，然后就再也没

有回音，所公布的联系方式也找不到人了。

老人们本来是想赚点小钱，却让辛辛苦苦攒

的积蓄打了水漂。

福建龙岩市读者许莹表示：“在互联网

上，各种各样的投资名目繁多，广告宣传让

人眼花缭乱，却很少提到可能遭遇的风险。

老年人投资经历少，抗风险能力差，容易被

巧舌如簧的广告宣传所蛊惑，失去投资应有

的理性与耐心。一旦遭遇损失，又找不到能

够维护自身利益的救济途径。建议有关部

门加大针对老年人的防骗知识宣传，帮助他

们正确认识投资，减少被诈骗的风险。”

加大对电信诈骗打
击治理力度同时，帮助老
年人学习防诈骗知识

打击以老年人为对象的电信网络诈骗，

相关部门一直在积极行动，网络安全法、关

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打

击此类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武器。

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云剑”“断卡”

等专项行动，2020 年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 32.2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6.1 万名。累

计拦截诈骗电话 4 亿次、诈骗短信 6.3 亿条，

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失 1876 亿元，打击治

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有读者认为，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治理

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法仍

然在不断翻新，新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为了

让老年人远离电信网络诈骗的侵害，除了持续

深化打击治理工作，社会各界也应通力合作，

为老年人群体织密防诈骗“防护网”。

魏强认为，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应

该发挥技术优势，加强预警，及时发现封堵

涉诈号码。河北馆陶县读者马飞认为，在开

展反诈骗宣教活动时，应采取老年人容易接

受的方式，比如以生动的案例故事介绍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的常见手法，以及需采取的防

范措施、注意事项等。“如何补救和如何预防

一样重要，应以简明的形式讲清受骗后应采

取的补救措施、报案渠道等。”马飞说。

为提高群众防骗意识，国家反诈中心制

作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展示了

“网络贷款诈骗”“刷单返利诈骗”等 10 种诈

骗类型的常用手法和应对措施。国家反诈

中心特别提醒，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

不离其宗，需要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

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

透漏、转账汇款多核实”。

帮助老帮助老年人年人远离电信网络诈骗远离电信网络诈骗——

形成合力织密形成合力织密““防护网防护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天培张天培 沈童沈童睿睿

■■来信综述来信综述R

4 月 26 日，本报读者来信版刊登报道《电线绕杆乱如

麻》，反映陕西西安市大庆路西段的一根电线杆上缠绕着

几十根电线，存在安全隐患。这封来信引起了西安市莲

湖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天上午便组织人员到现场查看，

研究整改方案。当天下午，有关部门对线路进行了重新

梳理、铺设，将缠绕在电线杆上的电线清理干净（见下

图），消除了安全隐患。

陕西西安市 许双福

绕杆电线被清理干净

“万元贷款，日息只要一瓶水。”“1000 元用 1 天，最低仅需

0.2 元。”不少贷款机构在展示利率上耍花样，只显示数值较小

的日利率或者最低年化利率，但真实利率却很高，有的年化利

率甚至高达 20%。这种做法利用了消费者对利率计算不熟悉

的弱点，故意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为了制止这一现象，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明确要求所

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在网站、移动端应用程序、宣传海报

等渠道进行营销时，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

率，并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载明，也可根据需要同时展示日利

率、月利率等信息，但不应比年化利率更明显。不过，仍有一

些机构违反规定，有的只显示最低日利率，只有点击查看详

情，才会看到年化利率；有的则在醒目位置写着“日利率低

至”，而应当明确标示的年化利率用小号字体模糊处理。

建议有关部门及时约谈相关企业、机构等，责令其限期整

改。广大消费者也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在借贷前充分了解

息费价格、期限、还款方式等重要信息。

河南漯河市 张 涛

别用日利率误导消费者

■■身边事身边事R

湖南省常德市读者侯女士来信反映，自

家孩子正在读初三，最近使用手机频率有所

升高，还总有理由——“数学题不会，用搜题

软件拍照能够解题，跟老师讲得一模一样。”

“我一般要求孩子写作业时不能用手机，除非

查学习资料。”侯女士在来信中说，“但孩子一

说要搜题目，又不能不给。我很担心他会依

赖搜题软件，影响学习的主动性”。

如今，拍照搜题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

在某手机应用商店里发现，一款搜题软件的

下载量能达上百万次。用户将题目拍照上

传，手机软件就能迅速给出答案和详细过

程，有的软件还配有视频，详细讲解解题过

程，十分便捷。不过，便利之外也引起了一

些家长、老师的担忧。

有家长认为，搜题软件能有效减轻辅导

孩子作业的压力，对家长来说是好事。但也

有家长认为，学生长期使用搜题软件容易形

成依赖，阻碍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降低孩子们自主解答难题的主动性，“用软

件一搜，答案和过程就摆在面前，学生只要

照抄照搬，失去了检测学生掌握内容的意

义，久而久之，会让孩子的学习漏洞越来越

大，最终导致成绩下降”。

高中生卢同学曾经使用过多款搜题软

件，据她介绍，搜到的答案基本上都是准确

的，且步骤都很详细，跟老师上课讲得差不

多，但也遇到过搜出错误答案的情况。“搜题

软件能帮助我找到解题思路，但周围有些同

学是直接照抄答案的。如果老师只看答案

的话，会以为他们都掌握了，但实际上一到

考试，还是不会。”卢同学说，对自制力较差

的学生来说，搜题软件无异于是加剧惰性的

催化剂。

据初中物理老师杨老师反映，在他所教

的学生中，有人经常使用搜题软件，“有些学

生平时上课不认真，但作业却正确率很高，

一看就有问题。”杨老师不赞成学生使用搜

题软件，认为长期使用会产生依赖性，不利

于养成主动思考问题的好习惯。

此外，有家长表示，有些搜题软件的广告

着重宣传学生不会的题目都可以用软件解

决，这是对青少年的误导。如果缺乏监管，搜

题软件很容易变成抄作业和作弊工具。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教

授 张 薇 认 为 ，搜 题 软 件 有 好 的 一 面 ，孩 子

遇 到 难 题 不 会 做 需 要 帮 助 时 可 以 很 方 便

地 解 决 ，但 对 自 制 力 较 差 的 学 生 ，软 件 的

负 面 作 用 会 更 加 明 显 。“ 学 校 应 当 了 解 搜

题软件潜在的问题，通过学校内部教研探

讨 、与 家 长 交 流 ，找 到 引 导 孩 子 正 确 使 用

工具的方法。同时，丰富评价学生标准的

多 样 性 ，鼓 励 学 生 通 过 自 己 努 力 解 决 问

题。”张薇表示，家长也要引导孩子正确看

待搜题软件，避免过度依赖，“搜题软件不

是家长推卸教育责任的理由，家长应当引

导启发孩子完成作业，帮孩子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搜题软件，是方便还是隐患
黄 超 陈玢言

我们村是一个距离乡政府 3 公里左右的小山村，全村 42
户人家 150 余口人。一直以来，村民卖东西比别人便宜，买东

西比别人贵，原因是我们村的进村主干道还是土路（见下图），

村民雇车运东西进出村，要多出钱人家才愿意来。一到下雨

天，道路泥泞不堪，几乎无法通行。希望有关部门硬化进村主

干道，方便村民出行。

云南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绿水塘村村民

盼望进村道路尽快硬化

■■百姓关注百姓关注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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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河北石家庄铁路公安处在石家庄站候车室开展河北石家庄铁路公安处在石家庄站候车室开展““防诈骗大讲堂防诈骗大讲堂””活动活动，，民民

警警在在““屏幕屏幕””后模拟后模拟““骗子骗子”，”，考验旅客对电信诈骗犯罪的防范意识考验旅客对电信诈骗犯罪的防范意识。。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晓晓摄摄

图图②②：：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社区民警对辖区居民进行反诈宣

传，筑牢群众防骗思想防线，减少群众财产损失。

王 旭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四川广安市公安局广安区公安分局中桥派出所民警在街头为居民集中四川广安市公安局广安区公安分局中桥派出所民警在街头为居民集中

宣讲防电信诈骗知识宣讲防电信诈骗知识。。 张国盛张国盛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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