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 年 人 防 诈 指 南

陈志敏 晋江安海人。退休后于晋江
市老年大学书法班学习，任晋江市老年大
学书画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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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
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
子的“下手对象”。“就在 6月份，我市先
后接到 4名老年人报警被骗，被骗的类
型有：投资理财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
服诈骗、按摩色诱引导刷单诈骗。”晋
江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曹红光警官告
诉记者，其中一起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诈
骗案里，咱厝的一位老年朋友被骗了15
万元。

事情是这样的，王老先生在 6月 15
日接到自称快递客服的来电，称他快
递丢失可以理赔，他通过对方QQ添加
联系，按对方的指示下载“ZOOM”App
进入会议、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后来，
对方通过支付宝发了一个 50元的口令
红包，王老先生点开之后，对方又说原
本要理赔 80元，因为王老先生操作失
误需要及时关闭理赔通道，否则每周
自动扣款 500元。于是，王老先生按照
对方指示操作转账，最后因泄露短信
验证码被骗15万元。

“老年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不如
年轻人，又由于信息获取渠道单一，对信
息的分辨能力不够，面对各类新式骗局，
更容易落入不法者的圈套。老年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防范。”曹红光警官表示。

“要谨记‘三不一多’口诀，即来电
不轻信、信息不透露、链接不点击，转
账多核实。”日前，在晋江罗山街道华
泰社区中庭广场举行的晋江市离退休
干部“志愿集市活动”中，晋江市公安
局诈骗犯罪侦查大队离退休干部志愿
者服务队开展的防诈骗知识宣传活动
吸引了不少社区老年朋友的关注。“我
们主要向老年朋友详细介绍什么是养
老诈骗、新型网络电信诈骗。从养老
诈骗投诉举报案例、诈骗方式的多样
性等方面进行了科普讲解，针对老年
人容易上当受骗的原因进行分析，宣
传怎样辨别、预防养老诈骗，遭遇养老
诈骗时应如何应对等。”晋江市公安局
离退休干部党委书记张炳煌告诉记
者，举办这样的宣传活动是为了增强
老年人的法治意识和防范意识，不断
提升老年群体的识骗防骗能力，切实
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那么，作为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范
诈骗呢？我们整理了几种常见的针对
老年人的诈骗手法的防诈指南，老年朋
友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防范。

本期关注

接了一个电话，被骗15万元

@咱厝老友 这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

本报讯 近日，晋江龙湖镇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与龙湖镇银发志愿者联合瑶厝村两委、村老
年协会组织开展“关心关爱”主题志愿服务活
动，慰问村中20多位困难老人。

活动中，银发志愿者为老年人送上大米、玉
米油等慰问品，还向瑶厝村老年协会会长了解
村老年协会工作及相关政策待遇落实情况。据
悉，龙湖镇银发志愿者接下来还将进一步弘扬
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同时践行“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为困难老人提供有
针对性的关爱和服务。

资讯

梅岭老友聆听健康讲座
本报讯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健康讲座在

晋江梅岭街道老龄委会议室举行。来自梅岭街
道老龄办的退休老干部、支部党员，以及社区老
年会会长、各社区老校校长等70多人参加了讲
座。

据悉，此次讲座主题为“健康生活——吃动
两平衡”，由晋江市医院大内科的柯瑜婷护士长
主讲。讲座以PPT的形式，从养生原则、起居饮
食、控制食量等三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讲解养生
要点。与会的老同志纷纷表示讲座的内容通俗
易懂，对日常合理用量饮食、健康快乐生活都很
有帮助。

龙湖银发志愿者
开展关爱老友活动

▲摄影作品：《晨练》 作者：蔡彩雪（女，1968年生）

保健品骗局

老年人十分注重养生，诈骗分子
借此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
的保健品。某些受疾病困扰的老年
人会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各种“神
奇”的偏方疗法。诈骗分子打着免费
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
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
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
从而实施诈骗。

防诈提示：面对保健品诈骗时，
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
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身体不
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
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
保健品，其不能治愈疾病，相反，伪劣
的保健品可能会加重患者的病情，贻
误治疗良机。

投资理财骗局

投资理财是现在的热门话题，老
人们也都希望自己手里的养老金能
够增值。骗子就瞄准了老人的养老
金，宣称自己的理财产品不仅安全，
而且收益很好，并不时送一些小礼物
获取老人的信任，待老人将养老金交
给骗子之后，对方就人去楼空了。还
有的骗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
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
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
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
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
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

防诈提示：老年人要主动学习
投资理财知识，去正规金融机构购买
理财产品，警惕“高息0风险”理财项

目，远离非法集资，并积极与子女沟
通，重视听取他们的意见。

“缴纳养老金”骗局

诈骗分子假借认识人社局、社保
局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
保人员数万不等的金额，谎称可帮助
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一次性补
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退
休金。

防诈提示：许多案例中，骗子通
常会让老年人向家人隐瞒情况，建议
老年人多关注一些与自己生活息息
相关的政策及社会新闻。子女要多
与家中的老年人交流、沟通，了解他
们最近的生活状况。如若发现老年
人被骗，应立刻耐心劝导，及时止损，
并立即报警。

中奖骗局

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
对受害者实施诈骗。犯罪分子利用
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
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
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公
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违约
金”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
施诈骗。

防诈提示：天上不会掉馅饼，更
没有免费的午餐，老年人平时一定要
注意增强防骗意识，收到类似中奖信
息时千万不要轻信，不要贪图意外之
财，以免上当受骗。

冒充公检法骗局

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
和文件，冒充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

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
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
心，声称要执行逮捕，须缴纳保障金
等手段，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防诈提示：接到陌生人的电话，
不要轻易相信，一旦陌生人在电话中
提出汇款、转账、垫资等要求，要提高
警惕，千万不要轻易汇款，如果无法
辨别，可咨询附近公安机关，做到不
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低价旅游骗局

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
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报名参加旅
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
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
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或
者途中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

防诈提示：老年人一定要学会甄
别旅游机构的资质，主动拒绝“不合理
低价游”；不盲目追求便宜，签约正式
旅游合同；自己不能辨别真假的物品
谨慎购买。在旅游消费时，务必索取
发票、收据等凭证，以便事后维权。

“温情”骗局

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
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

“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
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

防诈提示：老年人要树立防范意
识，遇事多找子女商量，不要轻信别
人的话。更为重要的是，子女要多关
心老人，不要给骗子打亲情牌的机
会，让老年人精神世界充实起来，不
再被骗子的甜言蜜语哄得心甘情愿
地把钱掏出去。

才艺秀场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你喜欢这些、擅长这

些，那么，这里便是你展示的舞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友
才艺作品的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征集优秀作品。

▲剪纸作品：《突击队》 作者：陈细凤（女，1953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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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采写

防诈骗知识宣传活动走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