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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费发礼品为噱头
吸引老人听免费讲座

通常， 这些诈骗分子会悄
无声息的租一个办公室或酒店
会议室， 以某某保健公司的名
义，到处发传单，称“为回馈社
会，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参加还
能获得一份小礼品”等等。

会上，所谓的“专家”会口
若悬河地介绍公司某种保健品
的神奇功效， 而且非常讲义气
地给每个来参加讲座的人几个
鸡蛋，作为赠送品。

在这之后， 骗子会告诉老
年人， 他们公司出于对老年人
身心的关爱， 每天都会定时开
办有关于老人保健常识的讲
座，建议老人们天天来，这样即
可以学习健康的知识， 又有鸡
蛋、面条拿，何乐而不为。

这一阶段， 老人们多半抱
着好玩、 凑热闹和贪小便宜的
心理，结果真的发现：鸡蛋是天
天可以拿的！ 而且骗子们态度
很好， 甚至比自家的子女还贴
心：与他们唠家常，倾听他们的
心声。这样，很快赢取了老年人
的信任。

这地方天天发免费鸡蛋
目的是要掏空老人腰包

虚假“便民”常出现，放松警惕就中
招，工作证件先查看，正规发票应索要。

独居老人要设防， 生人敲门细端详，
雇佣保姆找中介，正规公司有保障。

古董字画贱价卖， 存心捡漏想发财，
抢购之人都是托，别听骗子瞎胡说。

飞来大奖莫惊喜， 让您掏钱洞无底，
坑蒙拐骗花样繁，戒贪方能保平安。

热心帮忙要留意， 涉及财务别远离，
千万莫借银行卡，谨防骗子盗密码。

路遇病患陷困境，帮忙拨打120，不要
轻信带回家，引狼入室危害大。

免费医疗老专家， 特效药品把口夸，
包治百病忽悠人，火眼金睛多考察。

高昂会费是圈套， 偏听偏信骗难逃，
承诺服务多虚假，事发卷款就逃跑。

亲友遇险情形急， 莫乱方寸要切记，
求助单位和警察，不给骗子留缝隙。

莫名短信蹊跷多， 没事轻易不回复，
密码账号管仔细，如有疑团问客服。

公安法院来电话， 事态严重真可怕，
改号软件能作假，一旦被骗难追查。

领取养老补贴金， 联系电话藏玄机，
把握不清就报警，警方帮您解难题。

老人投资要稳健， 收益过高有风险，
科学理财多询问，正规渠道才能选。

所谓直销和传销， 挖个陷阱让你跳，
多看新闻多读报，哪有机会被洗脑。

理疗师傅假热心， 虚构身份骗定金，
凡事小心准没错，弄清来路再合作。

黑心婚介连环计， 疏于防范就被骗，
谨慎核实多思量，收费合理是第一。

医院就医要小心， 冒充医护办手续，
人多眼杂看仔细，交款结算亲自去。

网上购物虽方便， 安全防线要设足，
不明链接别轻点，个人信息不泄露。

购买飞机火车票， 莫信山寨黑代理，
提供服务要合法，官方渠道是唯一。

老年求职不容易， 待遇太好有陷阱，
路边广告哪能信，正规途径才放心。

低价旅游诡计多， 强行购物其中含，
保存证据不争辩，依靠法律来维权。

你是否也见过这些奇怪的景
象？每天早上，一群老年人集体出
现在街上，人人手里拿着鸡蛋，有
说有笑，看起来像赶集似的，好不
热闹。 这时候的你， 一定要谨慎
了！ 看看人群中有没有认识的老
人，如果有，赶紧告诉他真相，提
醒他别入了诈骗团伙的圈套。这
些很可能是诈骗团伙的手段，骗
子的套路一般是这样的：

在博取老人的第一步信任后，
团伙们在讲座中同时向老人们推出
公司的另一种活动，例如“付400元
押金能拿1盒保健品，然后每人将领
取500元现金”等等。

一分钱没花， 收到了昂贵的保
健品，还赠送鸡蛋、面条！老人们纷
纷奔走相告。连续几天的“回馈”活
动， 令参加过讲座的中老年人对该
公司和专家老师深信不疑。

又过几日， 公司承诺会有更大
力度的“回馈”，这一次的金额往往
比以前翻上好几倍，少则几千，多则
上万，附赠价值的礼品就更多了。

这时老人们已经放松了警惕，
一小部分依然抱着警惕性的老人，
看着周围的邻居都这样做了， 也就

跟着一起去了。
可这一次， 老人们可没这么幸

运了，公司没有直接返还现金，而是
每人赠送了一些号称“极具收藏价
值和升值潜力”的纪念品。

这时，许多老年人觉得，哪怕对
方没有实现诺言， 但自己毕竟买了
足够多的保健品和纪念品， 所以也
不好意思去要回现金。

过了一段时间， 陆续有老人发
现， 他们花几千上万购买的保健品
礼盒中所谓的“灵丹妙药”，在市场
中的同类产品只需几百元； 赠品也
不值钱，没有价值。这时候才意识到
自己被忽悠。

但此时， 骗子们多半已经人去
楼空了。

以承诺退现金的方式，进一步获取老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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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防骗招数，送给爸妈

中老年人，面对“小恩小惠”的诱惑要保持理
性，遇事可与亲戚、朋友、子女多商量，避免上当受
骗。子女也应关心老人需求，常回家照顾爸妈。

■来源：央视新闻、济南日报、辽沈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