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月湖小区共有12片188栋8万人，

归四个社区管辖，“康馨绿色家园”属于

湖中社区管辖范围，湖中社区工作人员

很为难地表示：“望月湖小区已有不下

10家这样的门面， 都知道是骗人的，但

我们也只能提醒老人家多长心眼。”

小区居民翟小玲说小区里住的基

本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拆迁户，小孩长

大后在外面大多买了新房，老人住习惯

了不愿搬，就留下了许多空巢老人，“其

实许多老人是怕孤单才去凑热闹的。”

“越老越像小孩，容易受骗。”网上也有

人自称曾是“康馨绿色家园”的销售人

员曝料，他说，老人家在一起治病时聊

天很快乐，不法药商也正是看到了这个

特点便设套让老人“中招”，他建议“大

家应多关心自己的父母，多陪陪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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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骗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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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5日讯 免费体验

后， 家住长沙市岳麓区的刘爹花

6950块钱买了25盒“医达康牌复

元宝”和一台治疗仪，可用了一个

月病不见好，社区医生还劝他“最

好别用了”， 工商所的人鉴定后也

称“看不懂商家的许可证号”。

上个月，刘爹去望月湖小区买

菜，发现菜场入口有家“康馨绿色

家园”， 里面有很多老人在做免费

理疗。刘爹一年前中风后就呆在家

里养病，听说可以治中风，他好奇

地进去看。 一进门店员很热情，不

停地说可免费体验，刘爹想，反正

不花钱，就做吧。连做了三天免费

的，第四天，刘爹和其他几位老人

被店员拖到市中心医院旁边一家

宾馆，听一个自称做了六次手术无

效、做了理疗就好的人在台上“现

身说法”。

刘爹当场掏出身上所有的钱

付了定金，下午回家后又筹了6900

块， 换回一台电磁治疗仪和25盒

药。可做了一个月理疗后，刘爹觉

得身体没有什么变化，就拿着药去

找望月湖社区医院，社区医生看了

药说没一点作用，让他别再敷了。

不甘心的刘爹又把药拿到了

麓山工商所，副所长王球仔细看了

下刘爹买的“医达康牌复元宝”包

装袋，他对着许可证号“鲁疾控消

检字2008159号”说，如果是药品，

就是国药准字，如果是食品，就是

国食，就算是保健品也应该是卫食

健字或国食健字，这个许可证号他

“看不懂”。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吴媚 胡文娟

【案例】 信用卡莫名被刷近10万

4月26日， 冯先生满头大汗地跑到长沙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我的建设银行奥运白金信用卡被人冒用，

分6次刷卡消费94950元。”冯先生表示，刚接到刷卡消

费短信通知时以为是诈骗短信并没在意，一周后查询

发现竟然是真的。

经侦支队迅速立案侦查，发现嫌疑人刘某克隆了

冯先生的信用卡， 同时获取了信用卡的消费密码。而

嫌疑人潘某明知信用卡是冒用的， 禁不住好处费诱

惑，拿着刘某提供的信用卡通过POS机刷卡套取现金

94950元。5月8日， 刘某再次持信用卡找潘某套现时

被经侦支队民警抓获。

目前，刘某已经被刑拘。

【疑惑】 卡没离身为何能被盗刷

“卡明明在我身上， 别人怎么能够刷卡消费呢？”

冯先生对此很疑惑。

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蔡赛文表示，很多市民在

银行取款的时候，可能会观察周围情况，而往往在饭

店消费或者商场购物时，输入密码的保护意识就没那

么高了。“密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别人知道，每次

输入都要当作是在银行取款一样慎重。不管犯罪分子

的手段多么狡猾，就算能够克隆卡，没有信用卡消费

密码一样不能得逞。”

蔡赛文介绍，目前，各大银行都在发行信用卡，有

些市民持卡过多疏于管理，或消费明显超过经济承受

实力，同样容易导致犯罪行为。“有时因为透支额度较

小，忘记去银行及时还款，造成恶意透支逾期不还的

后果， 甚至构成诈骗， 同样要追究持卡人相应的责

任。”

【防范】 民警上街手把手教防骗

使用ATM机时身旁有陌生人怎么办？ 如何防范

花样百出的“自助银行欺诈”陷阱？5月15日是打击和

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走

上街头，通过各种方式提醒市民增强防范经济犯罪意

识。

当天上午9点30分， 记者来到万家丽路古汉路口

工商银行门前， 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正在设

点，通过设摊法律咨询、图片展板展示、影视资料播

放、发放宣传品等形式，提醒市民提高防范经济犯罪

意识。同时，相关专家在现场介绍了一些常见的银行

卡诈骗陷阱，并支招市民如何看好自己的银行卡。

卡未离身竟遭盗刷近十万

这些“防骗秘笈”你都会吗

花几千元买堆无效药，又有老人被骗了

这种骗术为何屡屡得逞？提醒：多关心老人才是最好的“药”

自己从未离身的白金信用卡竟被透支近10万元，长沙市民冯先生很疑惑：信用卡明明在身上，还设置了密码，别人是怎么盗刷的？昨

日是“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在全市11处人流密集的车站、广场等场所设点，提醒市民增强防

范经济犯罪意识，并请来专家手把手地教市民如何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

提醒

多关心老人才是“良药”

1、不要随手丢弃ATM取款单据，也不

要向别人透露您的卡号。

2、不转账到陌生账户。

3、在任何情况下银行都不会要求客户

将存款转到指定账户， 因此接到此类电话

应及时举报。

安全操作小贴士

1、输入密码时用身体挡住，防范骗子偷

窥密码。

2、不向任何人透露密码。银行工作人员

绝对不会询问您的取款密码。

3、如发现ATM插卡口、出钞口、键盘等

部位有被改装的痕迹，应及时与银行联系。

保

护

密

码

1、不要随便接受“热心人”的帮助，被

他人引开注意力时，应用手捂住插卡口，防

范骗子将卡调包。

2、 遇到ATM故障， 应在原地拨打

ATM屏幕上显示的银行服务电话 ，对

ATM旁张贴的服务电话要谨慎识别。

保

护

卡

片

保

护

卡

号

骗局防范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彭静 通讯员 佘洋 孔奕

■制图/陈琮元

骗子通过用望远镜窥视、安

装假密码键盘等手法盗取

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