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2.7.28 星期四
编辑 王会静 美编 王玉 校对 施学勤

No.1 投资虚假养老项目

此类违法犯罪主要表现为以投
资养老保险项目、开办养老院、购买养
老公寓、入股养生基地、售后定期返
点、高额分红等方式，诱骗中老年人参
与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典型案例：蔡某化名陈伟，虚
构其资金雄厚的事实，在湖南成立
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未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安排员工以
开发养老公寓项目等名义对外宣
传，吸引投资，承诺异地养老消费、
优惠购买养老公寓床位使用权或产
权、3年后退本还息。一些老年人被
蔡某的宣传迷惑，认为可以放心交
钱订房订床位。截至案发时，蔡某
累计向 1442 名不特定对象非法集

资7949.39万元，除支付部分客户到
期投资本金及收益回报 3710.68万
元外，尚有 4238.71万元无法归还。
此外，蔡某明知没有实际履行能力，
仍与王某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骗取王某履约保证金共计350万
元。最终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并处罚金35万元。

No.2 虚假代办养老保险

此类违法犯罪主要表现为银
行、保险机构的工作人员虚构或夸
大保险项目收益，隐瞒保险理赔真
实程序，设置陷阱，诱导消费，涉嫌
合同诈骗；有的冒充银行、保险机构
工作人员以代办“提前退休”“养老
保险”等事由，收取中老年人的材料

费、好处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
受害人交纳的保险金。

典型案例：2020 年 3 月以来，
被告人胡某对钟某、钟某某、彭
某、江某等人谎称能为其购买养
老保险，取得信任后，分别骗取
钟某 14000 元、钟某某 75800 元（后

经 追 讨 索 要 ，胡 某 退 还 钟 某 某
5000 元）、彭 某 87700 元 、江 某
27000 元（后经追讨索要，胡某退
还江某 3000 元）。最终，胡某因诈
骗罪被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 4 年 3 个月，并处罚金
两万元。

No.3 “保健品”骗局

“保健品”诈骗往往瞄准老年
人渴望健康的心理，前期通过各种
手段了解老人的需求和身体健康
状况，通过赠送米、面、鸡蛋等小礼
品，陪伴聊天解闷等方式取得老年
人的信任后，开始推荐产品，打着
祛病强身、偏方有奇效等幌子夸大

“保健品”的功效，促使老年人购买
保健品实施欺骗。

典型案例：王兰（化名）女士患

有糖尿病，在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
广告“某某堂‘化糖方’，治疗糖尿
病”，遂打电话咨询。“专家”向她推
荐药物“消渴口服液”，并称如果没
有疗效将全额退款。花近 3000 元
买了“消渴口服液”服用后，王兰的
病情并未好转，于是拨通“专家”电
话询问。对方又推荐一种新药，并
以“不买新药就前功尽弃”的理由说
服王兰。王兰前后买了十几次药服

用，花费数万元，直到身体出现严重
不适才发觉受骗，于是报警。经过
公安机关侦查，朱某等人冒充医生
等身份，虚构药品疗效，以拨打电
话、微信聊天等方式与不特定人联
系，骗取多人钱款共计 450 余万
元。朱某等人此后被北京市朝阳区
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以涉
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朱某等人批
准逮捕，并提起公诉。

No.4“投资理财”“投资收藏品”骗局

“投资理财”“投资收藏品”骗
局通过赠送小礼物等吸引老年人，
接着以开推介会、知识讲座等方
式，虚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投资项
目或收藏品，编造虚假文件，以高
回报、低风险为诱饵吸引老年人投
资，甚至以拉人头投资可以享受提
前返利等形式诱骗老年人加大投

入或者拉人投资，进行非法集资，
最后用老年人投资的钱进行部分
返利后潜逃。

典型案例：许某桥注册成立公
司，招募员工组成诈骗犯罪团伙。
这些人把廉价批发来的工艺品、字
画包装成“收藏品”，引诱缺乏收藏
知识的老年人购买。为了打消老年

人的顾虑，他们还对老年人说收藏
品升值后可以代为拍卖或者销售，
甚至可以兜底回购。截至案发，该
诈骗集团共从160余名老年人处骗
得 2071 万余元。江苏省常州市武
进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许某桥
有期徒刑14年，其余主犯和从犯等
16人也被判刑。

No.5 “黄昏恋”骗局

“黄昏恋”骗局其实就是“杀猪
盘”骗局的一种，主要针对独身老
人，通过网络发展成为网恋后，通
过编造各种理由索要钱财，随后拉
黑对方，完成诈骗。

典型案例：广西单身老人林某
经人介绍与黄某认识，二人在微信

聊天中确定“恋人”关系。黄某以买
房缺钱为由向林某借钱，成功骗取
6000 元“借款”，并签署了保证书，
承诺与林某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两人交往期间，黄某未使用真实
姓名并隐瞒已婚事实。从认识到
交往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黄某通

过虚构买房、治病等事项，多次向
林某索要钱财共计 4.7 万元。后
来，林某便联系不到黄某了。林某
报警后，黄某家属代为退还 4.7 万
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黄某
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
万元。

No.6 冒充公检法骗局

诈骗分子冒充公检法工作人
员，伪造“红头文件”，利用老年人法
律意识淡薄和恐慌心理，称要执行
逮捕，须缴纳保障金自证清白。

典型案例：肖某、陈某准备了
手机、手机卡、手机充值卡等诈骗工
具，招募被告人赵某、汪某为团伙成

员负责拨打电话寻找作案目标，招
募刘某负责取赃款。该团伙冒充

“公安局工作人员”“银监局工作人
员”，以银行账户涉嫌为犯罪提供帮
助，需要冻结被害人账户为由，要求
被害人把银行卡内的钱汇入指定账
户。2020年5月11日该团伙骗取被

害人赵某某5万元，5月19日骗取被
害人黄某 2.5万元，6月 2日骗取被
害人魏某3.6万元。3名被害人均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肖某、陈某、刘
某、赵某、汪某最终被四川省绵竹市
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至两年不等，并处罚金。

养老诈骗案件频发 如何预防

支招儿：

如何预防
养老诈骗

不轻信

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
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
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
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
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
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

不轻易泄露个人信息

不在陌生、不正规的机
构、网站填写资料，妥善保护
好自己的银行密码、身份证
号码等关键信息。

不贪便宜

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
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
餐”。打消“用小钱赚大钱”

“吃小亏占大便宜”“不劳而
获”的念头。

不要轻易动钱

凡是要动钱的时候，一
定找老伴儿、子女或信得过
的邻居和朋友征求意见，商
量对策，必要时及时报警。

警惕各种“讲座”

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
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
会、免费参观等活动，不要盲
目相信高额回报宣传和所谓

“公司实力”，防止陷入骗子
的套路。

端正保健理念

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
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医疗
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
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
入骗局。

安装国家反诈中心软件

国家反诈中心App能及
时对电信诈骗作出预警，并
将信息发送给公安机关。当
接到公安反诈专号 96110 来
电，一定要尽快接听，听取劝
阻，避免上当受骗。

晚报提醒鹰城老年人多
关注新闻媒体、社区的反诈
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
类诈骗手段，提高警惕，增强
识别诈骗伎俩的能力。如果
发现受骗，一定要第一时间
报警。

□本报记者 刘蓓

近年来，诈骗分子盯上了老年人的养老钱，他们假借养老之名，利用老年人关注健康养生、投资理财的特点设法获取他
们的信任，以免费发放礼物、红包返现、养生培训、产品推介等连环手段，步步为营设置陷阱、诱导消费，诱骗老年人落入诈
骗、非法集资等各类圈套，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给老年人造成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

近日，全市政法机关按照公安部的要求，严厉打击惩处以养老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各类诈骗犯罪。晚报梳理了
媒体曾曝光的一些典型案例及如何预防养老诈骗，快和你的家人一起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