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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诈骗、电信诈骗、中奖诈骗、交友诈骗……对于广大老年人来说，纷繁复杂的陷阱经常让他们防不胜
防。因此，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特地为大爷大妈们梳理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十大陷阱，并给出防骗建议。

□记者 马冰璐

1陷阱
冒充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诈骗

案例：今年1月，家住合肥宿松路附近的王大妈接到一

男子来电，自称是“中级法院法官”。该男子声称，王大妈有

一张法院传票，涉及恶意透支信用卡大笔金额诈骗，法院坚

持将她账户里的钱冻结转走，让其赶紧将资金转存到指定

账户。信以为真的王大妈赶紧前往银行，按照对方的指示

进行操作，将账户上5万元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

中国长寿基金会向市场星报出具的证明

案例：去年7月，黄阿姨在小区遇到一女子，问她附

近是否住着一位“神医”。她刚回答“不知道”，另一女子

便凑过来称自己知道。劝说下，黄阿姨跟着她们前往“老

神医”的住处。途中，两人从她口中套取家庭情况，然后

通知了“老神医”。随后，“老神医”准确地说出黄阿姨家

中的情况，并称其子女有“血光之灾”。信以为真的黄阿

姨当即交出随身财物给“老神医”做法事。

防骗建议：不要把个

人和家庭情况随便

告诉陌生人，更不要

听信陌生人的迷信

言论。

10陷阱

利用迷信诈骗

通过宣传广告让老人免费领东西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在该工作站的宣传广告中看到，

其宣称全国长寿工程全民补硒行动进驻合肥了，要在合肥开展

“敬老、爱老、助老”活动，并将在合肥市免费发放补硒食品 800

份及“硒与人体健康”科普书籍一套，同时获得价值 888 元富硒

养生锅，预约报名，发完为止。

在该工作站工作人员的“邀请”下，很多老人便动心了。

先是送礼品，之后就“忽悠”买保健品

5月9日，其中一位老人向记者透露了详情。

老人姓刘，和老伴都已 60 多岁，“第一次我和老伴去的时

候，工作人员称他们专门为老人服务和免费发放相关产品，还发

了一本名叫‘生命火种’的书。然后又让我们填写了一份试卷，

主要是写我们的一些相关情况。”刘大爷老伴表示，开始她也不

信，听过讲座之后便有些动心相信了。

刘大爷告诉记者，一周后，该工作站再次给他打电话，让去

领免费产品，“到了之后，看到现场有30多个老人，一名操东北

口音的男子在讲座时一个劲地讲硒对人身体多么重要。”

刘大爷说，再后来，该男子开始向他们推销一种名叫硒加维

C胶囊的保健品，一盒原价3000多元，现在只要999元。

“我当时是不想买的，是老伴想买。”刘大爷说，他买了三盒，

3000 块钱找了 3 块钱，当时身上带的钱不够，该工作站派人打

的到他家现取的钱，“当时很多老人都是这种情况。”

记者看到，刘大爷花 2997 元买的三盒保健品，每盒有六小

瓶，每瓶30粒，是广州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生产的。

刘大爷老伴说，他们老两口都是退休工人，她一个月退休金

只有1000多块钱，三盒保健品花了她三个月的退休金。

“子女反对我们参加这些健康讲座，也提醒我们不要购买保

健品。”刘大爷老伴说，这次参加讲座是她和老伴偷偷去的，到

现在都没敢告诉子女。

工作站：不卖保健品，和全国长寿工程没关系

“全国长寿工程合肥工作站”到底有没有授权？市场星报、

安徽财经网记者联系了该工作站的一位姓陶（音）的站长。

市场星报：我们接到中国长寿工程基金会的投诉，称全国长

寿工程合肥工作站是冒充的。那么，合肥工作站和中国长寿工

程有没有关系呢？

陶站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属于全国百岁长寿工程，授

权都有。全国长寿工程和全国百岁长寿工程以前有联系，现在

分开了，是两个独立的机构，不过在渠道上是有一定沟通的。

市场星报：你们工作站主要做哪些业务？

陶站长：我们是一个公益平台和组织，向老人义务宣传养生

知识，不过义务宣传是短暂的，因为任何公益组织不可能是百分

之百的公益，都是需要一定费用的。

市场星报：据反映，你们在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

陶站长：我们主要是服务中老年同志，前期是进行宣传活

动，后期进药店，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我们产品的知名度。

十大常见骗局，赶紧给家里老人瞅瞅

案例：去年 5 月，家住合肥市滨湖新区的刘大爷收

到短信称：“您的银行卡已消费超过7万元，请尽快还清

欠款……”虽心有疑惑，但他总觉得欠钱心里不安，顾

不上和子女商量，便向短信中的指定账户汇了7万元。

2陷阱
利用银行卡诈骗

案例：合肥市民张阿姨的女儿在国外工作，平日母

女俩靠QQ联系。去年10月的一天，“女儿”通过QQ视

频向她要 3 万元，由于看到视频那一端确实是女儿，她

便照“女儿”的吩咐，给她汇了3万元。可刚汇完钱，“女

儿”就下线了，她赶紧联系女儿，这才得知被人骗了。

3陷阱
冒充熟人诈骗

案例：去年8月，合肥女子石某主动联系70岁的刘

大爷，称在网上看到了刘大爷发布的征婚信息，想和他

交往。几天后，两人相约在百花井附近见面，并“一见

倾心”。此后不久，石某提出要相互拿出诚意，互赠信

物，刘大爷便带她去买了金戒指和项链。得手后，石某

就玩起了失踪。

4陷阱
相亲交友诈骗

防骗建议：遇到陌

生人打着“相亲交

友”的旗号与自己

套近乎或提出物质

要求时，一定要提

高警惕，多加防范。

案例：今年4月，高大爷在菜市场买菜时听到三名男

子吆喝：“免费抽奖。”他看见一女子虽然没中奖，却获得

20元作为“安慰”。高大爷当即伸手一试，竟“喜中”一等

奖。三男子立刻向他表示恭喜，并告诉他先缴纳200元

税费。此时，他才意识到上当了，但碍于对方人多，他只得

乖乖掏钱。随后，他拿到一等奖奖品——一条假金项链。

5陷阱
“天上掉大奖”诈骗

案例：去年 6 月，年过六旬的柳阿姨接到陌生来电

称，由于国家政策改变，她所购买的一套住房有 1.2 万

元税费需要退还给她。随后，她满心欢喜地前往银

行，并在 ATM 机上按对方的提示将 4 万多元全部转

至骗子账户。

6陷阱
退费退税诈骗

案例：今年2月10日，罗大爷行至北一环附近时，一骑

自行车的男子经过他身旁，丢下一个钱包。另外两名男子

捡起钱包拉住罗大爷分钱。很快，骑自行车的男子返回问

他们是否捡到钱，要求查看三人的随身物品，并打电话查

询他们的银行卡余额以证清白。罗大爷不知如何查询，三

男子便热心代劳，并趁机窃取了他的银行卡和密码。

7陷阱
捡钱分钱诈骗

案例：去年 11 月，吴奶奶接到一陌生人来电，对方

自称是某老年健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称吴奶奶只要

入会便可享受免费医疗服务，购买保健品还可获得优惠

补助。经不住对方“忽悠”，吴奶奶心动了，随即前往对

方办公室缴纳了入会费，并花8000多元购买保健品。

8陷阱
优惠购药诈骗

案例：今年 3 月 4 日，一陌生男子给合肥市民李奶

奶打来电话称，她的女儿被自己绑架了，让她准备 5 万

元赎金，不准报警、不准告诉他人，否则就“撕票”。紧

接着，李奶奶在电话里模模糊糊听到一女子的哭声，随

后电话被挂断。事发突然，李奶奶顿时慌了神，准备去

取钱赎人，幸好此时儿子回家，及时制止了她。

9陷阱
绑架勒索诈骗

从免费养生讲座
到兜售高价保健品

（上接01版）

防骗建议：公检法

等司法机关以及银

行都不会设立“安

全账户”，也不会让

市民进行任何形式

的转账。

防骗建议：面对涉及

汇款的短信，市民尤

其是老年人要保持

冷静，应先与家人沟

通，再向相关单位或

个人核实。

防骗建议：如果有熟

人通过网聊等方式

提出“借钱”、“汇款”

时，一定要先通过其

他方式确认真假。

防骗建议：不论是街

头抽奖，还是接到中

奖电话或收到中奖

短信，一旦对方提出

先交税费等费用，其

中必定有诈。

防骗建议：千万不

要轻信陌生来电和

短信所谓的退费、

退税的说法。

防骗建议：遇到类

似的情况，切记不

要为了占小便宜而

吃大亏，应该果断

拒绝“分钱”建议，

迅速离开并报警。

防骗建议：就医、买药

一定要前往正规医

院、药店，切勿轻信

“基金会”等机构。

防骗建议：接到此

类电话，千万不要

慌张，可以通过拨

打子女的电话等方

式核实真假并及时

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