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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妇女专从法治节目里学作案

扮神医诈骗财物 20多万元
本报记者 王颜 通讯员 郭蕾 穆平

来到肥城之后，三人开始寻找行骗的目标。首
先，她们选择了一条人流密集的道路，当看到一个
老太太独自行走时，便按照之前演练好的套路去实
施诈骗。先由刘某拦住老太太，借口听说这附近有
个老中医看病很神，向其打听老中医的住址。而王
某就从她俩身边走过去，装作一个热心人说她碰巧
知道，她母亲的病就是那个老中医给看好的。刘某
就央求王某帮她找老中医。王某先是假装推辞，然
后同意。这时，刘某就央求那个老太太让她陪着一
起去，由王某领着她俩去找所谓的“老中医”。

王某和刘某一边走一边和老太太拉家常，把她
的家庭和个人情况给套出来。这时付某就跟在她们
身后听，听清楚以后，付某再超过她们，再折返回
来，假装巧遇。王某见付某迎面走过来，就把她拦
住，对刘某和那个老太太说，这个就是老中医的孙
女。付某对老太太吹嘘自己的爷爷很厉害，知道老

太太家里的情况，并称她的小儿子三天之内有血光
之灾。老太太一听付某说的果然是与自家的情况相
符，就十分着急，问付某该怎么办。付某说，这个灾
可以破解，不过得把家里的黄金、白金和现金拿给
她爷爷念经消灾，作法以后就能辟邪消灾。

老太太相信了付某的话，回家后将 2 万元钱和
一个金戒指交给了付某。付某又让老太太去买 6 把
米和 120 个红枣，付某信誓旦旦地称自己会将钱和
戒指拿上去敬神消灾，之后把钱和戒指还给老太
太。等老太太买了米和枣回去找付某时，发现刚才
的三个人都已不见了，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骗
了。

三人用这种伎俩在济南市济阳县、平阴县、烟
台市牟平区等地多次作案，共诈骗现金、金银首饰
达 20 万多元，其中诈骗数额中最多一次达 5 万余
元。

假扮“老中医”专骗老年人

近日，肥城一名五六十岁的老太太
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她在路上散步时碰
见一伙人，其中一名女子称她家将有血
光之灾，让她回家拿钱消灾。当她把 1
万多元“消灾”钱交给这伙人后觉得有
点不对劲，回去再找时发现那几个人已
经不见了踪影。老人意识到上当了，便
到公安机关报案了。

民警根据老人提供的线索，在一些
主要道路进行蹲点守候，最终将正在实
施诈骗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据了解，三名犯罪嫌疑人王某、付
某、刘某是江西人，她们都是没有工作
的家庭妇女，在打麻将赌博中认识。因
还不起赌债，三人就凑在一起想怎么弄
钱，这时看到了当地电视台节目刚刚播
出的“冒充老中医诈骗”的案例。由于手
头正好缺钱，受到节目启发，三人就策
划了用节目中报道的手法进行诈骗的
计划，并付诸实施。

作案前，三个人多次进行演练，为
避免在当地被熟人认出，她们感觉时机
成熟之后，就坐车来到山东多次作案。

作案前多次“演练”

日前，肥城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
诈骗案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三
人看到法制类电视节目播放“冒充老
中医诈骗”的案例，从中学习犯罪方
法，冒充“老中医”骗老人钱财。她们在
山东多个地方作案，共骗取财物 20 多
万元。

格检察官说法

老人防范力弱

骗子有机可乘

肥城市检察院检察官
介绍，近年来，诈骗案件作
为社会的一个毒瘤在老年
人中频发。“神医看病消灾”
的拙劣伎俩多年前就有，这
样的骗术在很多地方屡见
不鲜，骗术不高明却屡屡得
手。骗子不是用甜言蜜语，
就是危言耸听，严重混淆是
非，让被骗者受到刺激出现
焦虑、恐慌。在此状态下，人
的思维被限制住，认识也有
偏差，自然难以正确判断，
最后被骗。

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
这是因为老年人接受信息
时，往往缺乏批判精神，通
常是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什
么，骗子又充分利用了老年
妇女心地善良、关心家人和
子女的母性以及迷信的一
面，在骗取她们的信任后进
行诈骗。另外，很多老年人
白天由于子女上班等很多
原因，大都自己在家，这也
增加了不法分子利用中老
年人孤立无援进行诈骗的
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