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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陷阱 ★谨防诈骗

做个 机智机智 的老年人
叶晓楠 黄兴华 李 颖

【原因】

轻信、孤独，所以易受骗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所长姜向群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老年人易受骗，主要是因为他们
普遍重视养生保健，易成为推销人员的主要目标，厂
商又常夸大保健品和药品的疗效，老人难免心动；另一
方面，不少老年人爱贪小便宜，因贪图高收益而轻信他
人，最后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有的老年人缺乏对现代社会的足够了解，自身防骗意识
和能力不强，”姜向群说，很多老人对虚假信息的辨识能力
弱，容易偏听偏信。现在的社会多元化，人员成分复杂，有的
人为赚钱不择手段，利用老年人的同情心施骗。

老年群体的情感缺失，也同样成为老人易受骗的一个重要原
因。姜向群分析说，儿女们忙着上班，老人独守空房，内心孤
独、寂寞，十分渴望与人交流，从而易轻信他人。比如那些保健
品的推销员们，正是利用这一点乘虚而入。他们通过陪老人聊天获
取老人的信任，再骗取老人的钱。

另外，退休后老年人的生活圈子相对变小，接触社会的机会较
少，信息渠道狭窄。尤其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记忆力会有不同程度的

减退，即使是在被多次曝光过的骗术面前，老人还是容易被骗。

【支招】

家庭、政府，“双管”防上当

专家认为，老人防骗应采用“综合手段”。
第一，家庭成员的关心举足轻重。一方面，儿女们应多抽时间陪陪父母，

缓解老人内心的寂寞和孤独；另一方面，子女应多跟老人讲讲相关科学知识和防
骗常识，让老人掌握基本的防骗知识。
政府和社区也同样要发挥作用。首先，政府老龄工作部门应通过健全法律法

规、舆论宣传等途径，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其次，社区应该对保健品推销进行管
控，并经常为老年人组织一些有益的活动，丰富和充实他们的生活。

而从老年人自身来说，要杜绝“天上掉馅饼”的念头。买东西时三思而后行，
不轻易对外透露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遇到可疑电话或短信时，要多方

证实。此外，老人应经常到室外活动活动，保持身体健康、思维敏捷。
“无需求就不容易被骗。”北京大学人格与社会学心理
研究中心秘书长侯玉波对本报说，其实对于老年人

而言，“要想不被骗”最重要的是要保
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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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老年人上当受骗的事件越来越多，
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原因大体有这么几种：
一是老年人离退休后信息闭塞，社会交往不多，
对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够。有的老人心地善良，
思想麻痹，容易上当。还有一部分老年人文化素
质比较低，思想愚昧，封建迷信，这也是骗子要
找的对象。再就是空巢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缺
乏亲情关怀，有病不能及时治疗，这就给那些卖
药的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还有的老人家庭比较
困难，子女又不宽裕，总想发点意外之财，最后
图小便宜吃大亏。

有一次，老伴儿刚出家门不远，就碰上了一
个陌生人向她搭讪：“大姐，您喜欢集邮吗？”老
伴说：“不喜欢。”那人便过去了。接着又过来一
个穿军装的人，看军衔是大校，对老伴儿说：“这
年头可得留点心眼儿呀，骗子太多了。”话音刚
落，一位拿着集邮册的女士走了过来，说她的邮
票是紧缺的，买一册升值几十倍。当时那个军官
问：是真的吗？那女士回答：保证是真的，我是
九台邮局的，不信你就打电话问问，有没有我这
个人。接着电话打通了，那女士让军官听，军官
让我老伴儿听，老伴儿一听，对方回答：“她真是

我们邮局的职工，她的邮票也全是真的。”听后，
老伴儿说：“真假我都不买，一是不懂集邮；二是
没有钱。”说到没钱，那军官说，钱不够，咱俩
买，等挣了钱咱俩分，你分7份，我分3份。老伴
一听，更不买了：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肯定
是骗局，拔腿便走了，避免了受骗。回到家中，
她模仿了这一过程，我说：“那 3 个人肯定是团
伙。你还不够机灵，打电话报警啊！别让她们再
去骗别人啊！”老伴悔之不已。

我们还有个邻居，老太太就是爱买药，市场
上卖药的、剧场讲课卖药的她都买。卖药的叫几
声大妈、大娘，她就乐不可支，不买药都觉得不
够意思了。买回家几万元的药，也就那么堆着，
没咋吃，也没治好啥病。还有的骗子拿“秘鲁
币”冒充“美元”换人民币，上当的也大都是老
年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那么，怎样防止老年人上当受骗呢？
首先，老年人要增强自身的抵抗能力。多看

新闻、报纸、电视，防人之心不可无。少与陌生
人搭讪，不透漏家庭的任何信息。

其次，子女也应经常给老人打预防针，多给
老人搜集一些上当受骗的案例，让老人多了解一
些骗子的惯用伎俩。

再次，子女要多关注老人疾病，及时为其治
疗，以免老人有病乱投医，上当受骗。

除此以外，做子女的，有条件的话尽量让老人手
头宽裕一点儿，老人就不至于梦想发财。不占便宜
不吃亏，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是古往今来的必然规
律。如果不想占便宜，再厉害的骗子也很难得手。

别贪心
贪心必吃亏

陈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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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68岁的王大妈去年在小区门口参加了一个“专家义诊”
讲座。“义诊”当天，热心的“护士”给老人们免费体检、量血压，还

送了纸巾、牙膏等纪念品，主办方甚至为每位登记过的老人免费配备了
专门的“健康专家”。

“我患有心血管疾病，‘健康专家’知道后劝我不要吃药，让我吃他们的保
健品，半年为一疗程，承诺我吃三个疗程心脏病一定会好转。”王大妈说，“健康

专家”几乎天天上家里来陪她说话，还帮忙做家务，特别热情。时间一长，王大
妈便放松了戒备，开始相信“健康专家”的话了。

连续吃了1年多，王大妈不仅病情没有好转，还花掉了3万多元“养老钱”，实在是
很心疼。王大妈说，“购买保健品的老人很多，我花的钱还不算多的，有的人甚至花了几
十万元！”

■ 60多岁的老人林某，被一则“养殖‘土元’能致富”的电视广告吸引住了。看
完广告后，林某便联系了这家“土元”厂家，想学习养殖技术“赚大钱”。老人根据对
方的要求，先交纳了800元定金，接着又汇去了4800元的工具设备费用及6000多元的手
续费。结果，汇款成功后，却怎么也联系不到对方了，这才意识到自己被人给骗了。

■ 70多岁的老人李某，听销售人员说，有很多外国货币和艺术品可供收藏，并承诺
每半年或一年会对这些纪念品进行回收，回收价要比现在高好几万元。李某因为高收益而
心动，于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用自己这大半辈子的积蓄陆陆续续购买了一批纪念品，
等待其升值。可谁知收藏公司人去楼空，和他一样的退休老人投资资金也都无法追回。

■ “23万元巨款就这样没了”。2014年 11月 24日，辽宁丹东 74岁的于某接到
一个自称是天津工商银行西青支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于某的医保卡被倒卖涉嫌洗
黑钱，若不想牵涉此案就要交罚款。老人听了之后要报警，对方主动提供了“天
津公安局”的电话，在得到“公安局”的证实并指出他银行卡内有20多万元存
款因信息泄露需要马上转移时，老人完全相信了，先后共汇出23万元巨款。

■ 70岁的代大爷也同样被诈骗电话给蒙蔽了。有一天，他突然接到
自称电信局的电话，对方称他家的电话和宽带将在两小时内强制关

闭，而且声称有人用代大爷的身份信息在北京市办理了一部座机，
现在这部座机涉嫌一起诈骗案件，代大爷目前是犯罪嫌疑人。

随后，对方给了代大爷一个北京警方某部门的电话并主动
提出帮代大爷转接。就这样，代大爷一步一步陷入对

方的圈套，最后幸好警方及时赶到帮助代大爷挽
回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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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者通过分析 38 个国家的调查资料发现，人年纪变
大，“一般信任感”（针对不特定的他人） 与“特定信任感”

（针对四种特定对象，包括：家人、朋友、邻居以及陌生人）
都显著提高。尤其对于较疏远对象 （如邻居、陌生人） 的信任
感，随年龄增长而提升的程度十分显著。所以，当身边的长者
遭遇骗局时，千万不要暴怒而贸然下结论：“老人家就爱贪小
便宜！”事情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来自科学人果壳网

法制不健全，对骗子打击不
力，惩罚不够狠，骗子才会增多。
定个金额标准，做到重罚无赦，骗
子一定减少。

——网友@难得糊涂虫

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到
位。比如保险诈骗谁来管？非法
集资又有谁来管？有没有明确的
分工？这些人为什么在大庭广众
之下就敢做违法的事情？

——网友@行影无终

我是老年人，我也被骗过。我不是贪小便宜，而是
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讲诚信、讲感情，一人有难大
家帮。大家同住一个小区，玩熟了，说有急事要借钱，
就毫不犹豫地出手了。岂知对方是租户，拿了钱就消失
了。现在骗子太多了，不只是年轻的，老人骗老人，更
易得手。我经常郁闷：现代人的诚信去哪了？

——网友@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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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灵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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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段 时 间 ，
腾讯网做了一个
关于老年人被骗
的专题，6万多名
网 友 参 与 了 讨
论 ， 其 中 有 87%
同意“老龄化的
中国会成为骗子
天 堂 ” 这 个 说
法。网友们为什
么认为老年人更
容易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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