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乱炖

警惕销售员和老人“认干亲”
□ 钱夙伟

北京海淀警方发现，西

三环北路的一家公司，经常

出入一些拿着字画的老年

人。原来，该公司业务员通

过电话联系老年人来购买收

藏品，并谎称这些收藏品短

时间内可以升值，随后公司

可回购或帮忙代卖。为了获

取老年人的信任，业务员还

和他们“认干亲”。很多老人

也心甘情愿地把工资卡交给

了“干儿子”“干孙子”。（8月

17日BTVi生活）

如此“认干亲”式的推

销，已经成为诈骗老人的代

名词。除了所谓“短时间内

可以升值”的收藏品，更多的

是各种包治百病的“神药”，

就靠“忽悠”式推销，轻易地引诱老年

人“买买买”。而受骗老人中不乏高

学历者，这让子女困惑，如有一位老

人的儿子所说，“我真是搞不懂，他也

是大学毕业，怎么就那么轻信骗子？”

对此，一个“资深销售员”给出

了“答案”，“其实，利润不是靠技术

和质量，而是靠营销，当一个老人成

为顾客时，我每天有 8 个小时陪在老

人身边，陪老人买菜、帮老人做饭。

我这里有不少购买保健品长达 5 年

以上的老人。”老实说，“8 个小时陪

在老人身边”，这于子女都难以做

到，也正因如此让老人感觉，销售员

比子女都亲。于老人，买的正是销售

员的“亲情陪伴”。

而这当中反衬出的，正是来自于

子女的关爱太少、亲情淡薄。实际

上，子女忙于自己的工作，也有着自

己的生活，“常回家看看”根本就没有

可能，孤独难耐，几乎是老人尤其是

城市老人的普遍现状。而这也给了

销售员以“嘘寒问暖”接近老人进而

骗取老人信任的机会。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孝事亲

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孝并

不只是让老人有优裕的物质生活，还

包括丰富的精神生活，其中尤其是不

能让老人有孤独感。古“孝”字形是

上面一老人，下面一小孩，显然，这寓

意，孩子陪伴在老人身边，才是真正

的“孝”。因此，要防范老人跌落“干

儿子”“干孙子”的陷阱，子女对老人

就要多一点关心体贴，亲情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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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税上涨”被误读，应予矫正
□贺成非常道

辛国斌：重点支持面向智慧医疗、
智能电网等7大领域的5G创新应用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二季度以来受到

疫情冲击的工业经济已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运

行状况逐月向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回升势头

加快。下一步将以建设促应用，以应用带建设，

重点支持面向智慧医疗、虚拟企业专网、智能电

网、车路协同车联网等7大领域的5G创新应用，

促进越来越多的5G行业应用落地见效。

@央视财经

微声音

说一个脚脖子粗的好处：
跟腱更健康

纤细的脚踝虽然更好看，但美国科罗拉多

大学研究发现，脚踝粗的人平衡感好，走路更

稳，不易摔倒。脚踝看着粗，是因为皮下有柔软

的脂肪组织，表明跟腱更健康，脚部及下肢结构

完好，更有助于保持身体平衡，走路更加稳健。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脚踝突然变得肥厚浮

肿，可能是心脏或肾脏疾病发出的警报。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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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注销校园贷”骗局
需要一双慧眼

□ 吴学安

“契税上涨”

成了一些房产自

媒体、房产中介的

“狂欢”，刺激的标

题和诱导性的转

发语，提醒着公众

赶紧买房。然而，

相关新闻很容易

就能核实，明显是误读。实际上，房

产自媒体、房产中介误读甚至是曲解

政策的“黑历史”并不少，多地都开展

过专项整治。（8月17日《工人日报》）

对于那些房产中介而言，无论是

将之当成上策，还是当成下策，都是

为了利益。但是，对于一些购房者而

言，则会徒增不少焦虑，既不利于社

会个体保持起码的克制，也不利于社

会稳定和谐。

殊不知，在契税是否上涨具有清

晰表述时，这种在利益驱使下不择手

段的做法，不仅是在歪曲政策法规，

破坏的还是趋向文明有序的房产市

场秩序，无论从何种立场皆不任其为

所欲为。

事实上，对于一些房产中介、房

产自媒体曲解相关政策这一行为，

2018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中宣

部、公安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在部

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

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

专项行动的通知》，并于 2018 年 7 月

初至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

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

项行动。其中，对通过捏造、散布不

实信息，或者曲解有关房地产政策等

方式，误导购房人的市场预期，要进

行重点整治。

只可惜，在重拳整治之下，一些

房产自媒体、房产中介曲解政策的

“黑历史”并没画上休止符。比如，

疫情期间，出于防控需要，有的城市

对外来人口进行管理，有自媒体就

“解读”为“无房不给 回 城 市 ”；再

如 ，有 的 城 市 出 台“ 人 才 落 户 ”政

策，却被当地部分房产中介人员曲

解为限购放开……

对此，看来不仅要出重拳，还需

要久久为功。一方面，亟待加强政策

解读，正面引导舆论，定期集中曝光

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形成震慑，为房

地产市场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另一方

面，针对利用自媒体散布虚假消息、

恶意曲解相关政策、制造市场恐慌气

氛的企业和人员，公安、网信等部门

要加强联合执法，严厉查处，以营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

数据显示，“注销校园贷”骗局负面舆情信

息最多。这种骗局主要指不法分子通过精准掌

握受害人信息，以受害者有校园贷记录会影响

个人征信为借口，在造成受害者恐慌后，假借注

销校园贷记录之名，诱导受害者在众多网贷平

台贷款，并将钱存入所谓的“安全账号”后便“销

声匿迹”。（8月17日《法治日报》）

“注销校园贷账户”诈骗的易被骗人群具有

一些特征：少数80后，90后居多；少数在校大学

生，毕业生居多；多数有过校园贷记录或贷款平

台注册记录，少数没有贷款但可能是由于个人

信息被泄露。尤其是在疫情之下，更容易让此

类人群上当受骗。

其实，这种诈骗方式早在去年初就已冒

头。江苏、深圳等地警方对此均发布过预警信

息。骗子声称可以帮人注销校园贷。很多人此

前未接触过互联网贷款，却因为同一个理由被

骗——害怕背上校园贷。而让受骗者感到恐惧

的，还有信息泄漏，诈骗分子之所以可以轻易得

手，关键在于在实施诈骗前，诈骗分子掌握了

“目标群体”的个人信息。因此，网贷平台在保

护用户个人信息方面，难逃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虽然校园贷已经被取缔，但大学生盲目从

网络平台上借钱、最终酿成恶果的事件仍时有

发生，以谎称注销“校园贷”为名实施诈骗的不

法分子，主要是利用受害人趋利避害的心理，以

校园贷记录影响个人征信为由，诱骗受害人转

账汇款。对此类以注销校园贷为由的诈骗，必

须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合力进行整治。一方

面，切实提高大学生的风险意识，对于“注销校

园贷”骗局的套路，学会仔细甄别真伪，如遇对

方要求向其他账户转账汇款时，应提高警惕，以

免造成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执法部门要下猛

药、出重拳，时刻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对以注销

“校园贷”为名诈骗，坚决予以遏制，将不法分子

绳之以法，从根本上铲除“注销校园贷”骗局滋

生蔓延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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