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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健健品品纪纪念念币币骗骗术术““围围猎猎””老老人人
摸透了老人的心理和行为习惯，行骗套路越来越专业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实习生 夏铭睿 张嘉欣

家人明知老人被骗
也不敢惹老人生气

3月7日，70岁的老肖在女
婿的搀扶下，来到山东新亮律
师事务所寻求法律援助。老人
反复表示，自己“迷迷糊糊”就
被骗了。老肖的女婿告诉记者，
这是老爷子第二次被骗了，而
且还是同一家保健品公司。

2017年1月，老肖在遛弯时
遇到一位小伙子热情搭讪，并让
老肖留下了联系方式。三天后，
老肖接到一家保健品销售公司
打来的电话，原来索要电话号码
的小伙子是该公司的销售员，他
鼓励老肖来听健康讲座。

在接连听了三场讲座后，
老肖相信了“专家”的推荐，买
了两万元的保健品。这事很快
就被女儿发现了，女儿感觉老
人被骗了。由于理亏，保健品销
售公司乖乖地把钱退给了老肖
的女儿。

但是四个月后，老肖再次
路过那家保健品销售公司时，
又被拉进了门店。面对销售员
的情感攻势，老肖招架不住了，
这次一下子买了52700元“胎盘
冻干粉胶囊”和18000元的“越
橘叶黄素片”。销售人员宣称，
前者对心脏好，后者对眼睛好。
老肖的女婿表示：“老人都没怎
么吃，花五万多元买的保健品
一粒没吃，因为老人近来眼睛
不好，就吃了点那个叶黄素
片。”

面对三大箱子的保健品，
老肖告诉记者，每次在家中看
到这些东西，他时而感到“兴
奋”，时而感到“惆怅和茫然”，
但“被骗感”却很小。“买这些东
西是‘正买’，也是为了活久点，
感觉不出被骗来。”老肖说。

老年人被骗
考验着家庭关系

第一次被骗后，老肖女儿
很快发现了异常，而第二次，过
了半年后女儿才发现情况不
妙。据老肖讲，一名姓谢的推销
员还特意“嘱咐”过，不要跟家
里人说，要把保健品藏好，不然
服用的时间太短，没有效果。

老肖按照推销员的要求做
了。由于交钱时老肖手头没有那
么多现金，需要到银行取钱，而
老肖不会用自助取款机，就在自
助取款机前把银行卡和密码交
给了推销员，让其帮忙操作。

据老肖回忆，从一张工行
卡里取了10000元，从另一张建
行卡里取了7000元。可是2018
年春节期间，老肖拿着两张卡
在柜台查询余额时发现，工行
卡和建行卡共少了47000元。银
行卡余额里的蹊跷，让老肖坐
不住了，虽然怕子女责怪，老肖
还是向女儿说起了这件事。

“骗子太可恶了，这不是挑
拨家庭矛盾吗？”老肖的女婿
说。原来，为了买保健品，老肖
还曾以外出旅游报团的名义向
女儿借了10000多元。由于这是
保健品销售公司第二次骗老肖
了，吸取了上一次“教训”，这次
没有给老肖任何收据，而且老

肖把保健品藏得也严实，女儿
发现这事也是半年之后了。

家住天桥区的王女士告诉
记者，去年春天她在家里发现
一些保健品盒子，询问孩子后
她差点崩溃，因为孩子告诉她，
那是奶奶去听讲座后，带回来
和孩子一起吃的。

为此，王女士非常气愤，但
想到婆婆为了照顾孩子也不容
易，也就没有明说，偷偷地把保
健品藏了起来，后来婆媳之间
也因此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有老人多次上当
还幻想把钱捞回来

2017年6月，曾有老人向本
报反映，花20万元购买可以被

“回购”的收藏品，结果收藏品
公司以各种理由推托，而且有
销售员自爆称：他们就是骗老
人钱的。报道之后没多久，这家
收藏品公司就跑路了。2018年3
月8日，记者来到当时的事发
地，并先后探访了经四路某写

字楼去年扎堆售卖收藏品的公
司，却发现这些公司很多都不
见了。

在等候电梯时，记者碰巧
遇到了一位想卖东西的老人。
老人姓李，今年76岁，手上有一
些粮票和邮票，想让楼上的一
家“文化公司”帮着拍卖。“当时
他们打电话联系我，我也很好
奇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有这些东
西。”李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之
前被诈骗过，这一次也是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来两趟了，没
敢卖东西。得时刻小心着，之前
被骗了36万，可是给我长了个
记性。”

记者得知，李先生之前在
这栋写字楼内被骗过好几次。

“这栋楼里以前有家理财投资
公司，我在那里存了一年钱，对
方不停地返钱，我还挣了一些。
看着有门，我一下子就投进去
了36万。结果一分没回来，公司
倒了人也跑了。”李先生还告诉
记者，这两年骗子公司少多了，
可损失的钱是回不来了。

保健品、夕阳恋、纪念币……城市老年群体的晚年，似乎总有
一些骗术相伴。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骗局越发“缜
密”，甚至这种行骗套路越来越“专门化”，似乎行骗者摸透了老年
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习惯，找准了老年群体的“命门”。

老年人被骗之后，有着诸多不解和疑惑，也加深了对当下社会
环境的隔阂。

在经四路一写字楼内，一位老人手里拿着拍卖收藏品的价格信息。 本报记者 许建立 摄

知识陈旧有孤独感

老年人易陷入骗局

葛专家观点
山东大学教授王忠武认

为，从需求而言，老年人有着较
普遍的孤独感，内心需要陪伴
和健康，很多保健品销售人
员就是抓住了这一特征，通
过具有集体感、仪式感的活
动，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以此获取信任。

反思老年人易受骗的现状，
老年群体自身确实有着容易上
当受骗的原因，比如年龄增长促

发的健康焦虑、家庭生活缺失带
来的孤独感、急于自我价值实现
产生的冒进等等。王忠武直言

“中国已经进入文化反哺的时代
了”。他解释说，老年人被骗术

“围猎”，与老年人的知识陈旧有
很大关系，古代社会知识更新缓
慢，而在信息化社会中，知识更
新太快了，年轻人尚需不断学习
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对于思
维趋于固化的老年人来说，要跟

上时代步伐太困难了。
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王忠

武表示，老年人也有着强烈的求
知欲，但在学习新事物方面处于
弱势，这也形成了年轻人掌握的
新知识“秒杀”老年人的“反传
统”窘境，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子
女觉得就是骗局，而父母却全然
不知，深陷其中的原因。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实习
生 夏铭睿 张嘉欣

李女士今年60岁，五年前
老伴儿去世了，孤身一人的她
在亲戚朋友们的劝说下，萌发
了再找一个老伴的想法。2017
年初，她将自己的征婚信息挂
在了济南的一家婚姻介绍所。

没多久，婚介所打来电话
告诉李女士，有一位60岁的男
性也想觅一位老伴儿共度晚
年。经过几次接触后，李女士觉
得这人还行，便开始交往。在交
往过程中，对方连续三四次以
父母生病治疗需要钱为由，向
李女士借钱。李女士也没多想，
前后总共借给对方5万多元，而
且都是现金，没有借条。

钱借出去不久，李女士彻
底联系不上对方了。她去找婚
介所，结果发现，婚介所并没有
保存对方的任何信息。

婚姻心理学专家宋家玉表
示，老年人再婚一定要慎重，如
果有必要可以进行适当的心理
评估，毕竟现在的社会环境跟很
多老年人第一次结婚时的社会
环境变了，时间上相差三四十
年，老年人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
理准备，不然情感上的二次伤害
将造成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

本报记者 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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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偶想找个老伴儿

却遭遇感情骗子

葛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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