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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骗子利用老年人容易轻

信、爱贪小便宜、法律意识弱的特点，常常对

老年人进行诈骗。

民警表示，近年来从上当受骗的典型案

例发现，骗子行骗绝大多数都是从以下4个

方面下手：一是以急需用钱低价兑换外币或

低价销售产品为名，让老人先垫资挣差价行

骗；二是推销假冒医疗器械、治疗仪、保健食

品；三是搭讪独处老人伺机行骗；四是以祛

病消灾为名的诈骗。

为此，警方提醒，当陌生人要你掏钱时，

要三思而后行。接到陌生人的电话或陌生

人询问自己不熟悉的情况，千万不要搭理他

们；如果接到陌生的短信，不要回复，也不要

按提示打电话去问。另外，警方提醒，作为

子女，平时应该多把一些诈骗案例向老人讲

讲，告诉他们一些新出现的诈骗手段，给老

人把好安全关。

花招百出，请看老年人防骗指南
警方：陌生人搭讪需警惕，最佳防骗指南是子女的关爱

投资理财、电话销售、保健品推销……如今针对老年人的各类骗局特别多，严
重影响老人的晚年生活。为此，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综合了近年来老年人
上当受骗的典型案例，提高老年人防骗意识，不要稀里糊涂受骗。

今年5月份，蚌埠市五河县警方接到

辖区居民邵大爷举报称，怀疑自己购买的药

品“虫草清肺胶囊”系假药。邵大爷反映，卖

药的人员宣称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可很多老

年人买了服用后，病情并未有改善，不少人

服用后还出现不适症状。

五河警方立即介入调查，将这种“虫

草清肺胶囊”送至蚌埠市食药监局检验，

结果认定此胶囊确系假药。多方调查

后，警方最终锁定销售这种假药的，为该

县城关镇一民营大药房。

这批假药包括“虫草清肺胶囊”、“龙

骨追风康”、“老军医”药膏等。在销售

时，黄某某编造了上述假药采用珍藏秘

方、含多种珍贵药材等谎言，向前来购药

的老年人鼓吹，上述假药具有上佳疗效，

骗老年人购买。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某因涉嫌销售

假药罪，已被五河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案

件正在办理中。

9 月 18 日，合肥市肥西县紫蓬镇的

王老汉突然接到北京一家公司打来的电

话，对方称其中了“大奖”并随后寄来了

奖品，王老汉不顾别人的劝阻执意要给

对方汇去3000元所谓“税金”。

当老人准备将 3000 元“税金”交给

物流公司代收时，物流公司工作人员提

醒他可能是诈骗，但老人执意要汇款，工

作人员没办法只好收下汇款。随后，工

作人员向辖区警方反映了此事。民警根

据汇款单上的姓名查到了老人的信息并

联系了老人的子女，让其子女将老人带

到派出所来核实情况。原来几天前，老人

接到一个北京打来的电话，对方称老人幸

运中奖，并询问了老人住址，称要给老人

寄一盒价值五万元的“金镶玉”纪念币。

几天后，老人果然收到了所谓的

“纪念币”。这时对方又打来了电话，

提出要老人缴纳 3000 元的“税款”。得

知情况后，民警告知老人和其子女这

极有可能是一起诈骗行为，可老人并

不相信，于是，民警当着老人的面拆开

了奖品，原来就是白塑料上面镶着金

箔 纸 ，里 面 还 有 一 小 块 铅 块 用 来 配

重。老人看到后才恍然大悟，直呼差

点被骗。

今年 4 月 23 日，省城合肥居民汪大

爷在回家路上，一名丁姓男子向其搭讪

称是浙江某化工公司的销售代表，和司

机一起来肥出差。路上出了车祸，现司

机还在医院治疗，自己急着把手头上的

一批染料出手。

这时，从徽商银行门口走过来一中年

男子汪某，汪某称是徽商银行员工，听丁某

所述后，想起自己有个客户，是一家化工厂

的老总。丁某就委托其帮忙介绍一下。当

着汪大爷面，汪某打起电话，一个男子声音

在那端说，“你这染料多少钱一克?”汪某询

问丁某，丁某出价60元一克。对方表示愿

收购，明天准备好钱等他们过去。

此时，丁某说，司机在医院急等着钱

做手术，等不到明天出货。随后，汪某把

汪大爷拉到一边称，“要不我们低价把这

批化工染料买过来吧，明天再卖给张

总。”汪大爷一听，就问丁某，这个货能不

能便宜点卖给他们。丁某称，“你们要收

的话就 40 元/克。”汪大爷跑到银行取了

3万元，购买了该批“化工染料”。

汪某告诉汪大爷，自己需要回银行

打个卡，马上出来。结果，汪大爷左等右

等也不见人影。他随后打开“化工染料”

的包装，里面只有 20 个橡皮擦。今年 6

月29日，合肥警方远赴南昌，将4名涉案

人员抓获。

三层办公楼，高档装潢，聘请在银

行工作过的人员担任业务员，乍一看，

这家投资公司相当有实力，实际上，这

是一家专门以理财投资为名，骗老年人

钱财的“空壳公司”。

去年，孙某、李某二人来到马鞍山

开了一家投资公司。该公司自称是一

家具有雄厚实力的专业投资机构，从事

投资管理、项目投资的实业投资管理机

构，是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投资管理服

务平台。

从 2014 年 9 月到 2015 年 1 月，短

短四个月的时间，马鞍山就有 40 余名

老人陷入“高回报零风险”的陷阱，共被

骗走180万元。

后经警方调查，孙某在马鞍山注册

成立公司后，所吸收到的每笔存款并没

有转到对方宣称的公司，均转至孙某个

人银行账户上。据其交代，其所集资来

的钱款均用于个人消费、开办公司开

销、偿还个人债务等。

办案民警介绍，该案中，不法分子摸

准了老年人防骗意识较差及部分人贪

小便宜的特点，夸大项目，以免费送礼

品，高额回报作为甜头，通过口口相传，

吸引更多人加入。目前，嫌疑人孙某、

李某已被警方移送至检方，此案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我和您儿子是朋友！”自今年以

来，两名男子以冒充老年人子女的朋友

或熟人，主动与被骗老人搭讪，在初步

取得老人的信任后跟随老人进入家中，

再谎称是受老人子女委托来为老人办

低保、办低保后老人每月可以领几百元

钱、但先要交几千元的押金或手续费而

让老人交钱，期间还用自己的手机拨通

另一人的电话，由另一人冒充老人的子

女与老人通话让老人将钱交给来人，最

终骗取老人钱财。

统计显示，短短四个月时间，共有

芜湖、宣城、铜陵等地的 8 名老人上当

受骗。其中，盛某诈骗数额 22800 元，

王某诈骗数额 18400 元。今年 7 月 13

日，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宣判。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盛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3000元。

案例一：借“包治百病”之名，向老人推销假药

案例二：收到北京寄来5万元“大奖”，老人执意要汇“税金”

案例三：冒充销售员问路搭讪，老人“捡便宜”被骗走3万元

案例四：40多名老人被“投资公司”忽悠180万

案例五：冒充子女朋友，专骗独居老人办低保

警方：陌生人要你掏钱，需三思而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