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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生排毒骗局

某养生会所以洗脚排毒为
幌子，利用电解盐水化学反应后
变黑称老人洗脚排出毒素，同时
忽悠老年人购买所谓的排毒口
服液，按照老人的说法他所购买
的这种排毒口服液在喝后就能
将毒素排出体外，其价格为上万
元一支，三支一疗程，足疗排毒1
万元 8次。该养生所就一直用
这种方法打着洗脚排毒的幌子，
诈骗了数十位老年人近百万钱
财。

警方提醒：老年人对健康养
生颇为关注，于是有许多骗子，利
用这一点买卖“健康”。

◆ 电话红头文件骗局

78岁的张爷爷，在接听了一
个诈骗电话后，收到了“红头文
件”称要被逮捕，须缴纳60万保
障金自证清白，于是被人忽悠着
将自家房屋以低价卖给了一家公
司。后来，自称是买主的人拿着
房本，到老人家里，催他赶紧搬
走。据悉，老人价值210万的房
子只卖了160万，而老人一直以
为是抵押房产没想到变成了贱卖
房产，并且这一切都没有对家人
提及。

警方提醒：对于电话骗局太
常见了，而近期骗子频频使出“红
头文件”的招儿，实则属于冒充

“公检法”，这类情况一定要引以
为戒。

◆ 假钱换真钱骗局

山区某县，有四名男子驾驶
名牌汽车，以上级领导过生日没
整钱的名义，专找农村老人用假
钱换真钱，在多地作案，共骗得钱
财数十万元。这四人分别获刑
3-5年，被责令退赔被害人全部
经济损失。

警方提醒：随着假期出行增
多，不少老人还未懂得如何识别
钞票，再加上较为轻信陌生人，换
钱这事儿还是要多长个心眼。

◆ 保健品骗局

李大爷只是看了一段保健品

广告，殊不知，老伴就心动了。老
伴背着李大爷和儿女分批以不同
的金额，在3个月内用数万元钱
换来一堆没有任何药用价值的保
健品。

警方提醒：保健品诈骗案时
常发生，许多因疾病困扰的老年
人更容易上当受骗，所以涉及到
这方面需提高警惕。

◆ 中奖骗局

家住郊区的马老太前段时间
收到一封信，信封里是一公司送
的“刮刮奖”卡片，还有公证书。
马老太仔细一看，自己竟然中了
200万元巨奖，高兴之余的马老
太立即拨打卡片上电话要求兑
奖。随后，她根据电话要求分别
打款逐步被人骗走了16万元。

警方提醒：刮奖已成老骗局，
遇此情况须谨慎。

◆ 免费赠送骗局

有一群人以销售保健药品为
幌子，租场地专门针对老年人授
课，实施诈骗。他们通过免费赠
送鸡蛋、水果还有小家电，每天都
有数名的老人被吸引前去听课。
当老人们被成功洗脑后，骗子又
欺骗他们去买毫无用处的产品，
每隔几天卖一次产品，但隔天都
会如数返还，以此一步步引老年
人上钩。

警方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
这种免费赠送的骗局就是抓住了
贪便宜与从众的老年人心理。

◆ 高薪骗局

家住台州的张大爷被从天而
降的馅饼砸中“恭喜你被选为台
州老年协会‘形象大使’月薪
6000”。张大爷起初不信，但经
一位自称是中国中老年协会驻当
地办事处负责人的女子的夸赞游
说暂且相信。为了领取“形象大
使”的高价酬劳，张大爷将数十万
元陆续交了“手续费”、“保险费”
等，而“协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
却再也联系不上了。

警方提醒：遇上交款一定要
谨慎行事，许多诈骗集团抓住老
年人不服老，盼功成名就的心理

进行诈骗。

◆ 发表作品骗局

刘大爷是一名退休的老教
师，爱好写字、作画。老爷子通过
活动认识了一个陌生人，这个陌
生人提出要帮刘大爷发表，不过
需要交6000元版面费。刘大爷一
听，立即取了6000元给对方。之
后，刘大爷果然收到了一份“报
纸”，上面登有他写的毛笔字。此
后，刘大爷一发不可收拾，不停地
在一份“书法报”上发表。当然，刘
大爷为此支付了数万元的版面费。

警方提醒：此类骗局抓住老
年人好读书看报的心理，以各种
名誉头衔或是获奖证书诱惑老人
掏钱。

◆“熟人”骗局

江老太去菜市场买菜，碰见
自称认识她女儿的朋友称自己的
父亲得了不治之症，听偏方说吃
老金就能好。(老金就是老年人
戴的首饰戴了很多年，会有一些
氧化沉积，通常被称为老金。)然
后这个人求江老太，他说要把这
个戒指拿回去刮下来以后就归
还。江老太当时心一软就同意
了，把自己的戒指还有自己的金
项链全都给了这个人。事后，江
老太给女儿打了个电话，方知上
当。

警方提醒：这种骗局就跟打
款一样，事先打电话确认一遍方
能避免。

◆ 祛病消灾骗局

张婶外出买菜，遇到诈骗团
伙，声称有位神医特别神，然后
拉着张婶去找。然后“神医”掐
指一算，张婶的儿子十天内将会
遇到“血光之灾”，只有将家中全
部值钱的物品和现金拿来经“神
医”做法才能免祸消灾。张婶慌
了神，立刻回家取了8万元现金
交给骗子。而骗子则以作法为
借口趁机将张婶手中的现金调
了包。

警方提醒：鬼神之说为迷信，
拿钱消灾不可信。

（澎湃）

老人如何防跌
医生提醒六点

老年人该如何防跌倒？跌倒后如
何将伤害最小化？记者23日咨询了福
建省级机关医院防跌倒门诊的医生。

老人易跌也“跌不起”
“跌倒看似普通小事，其实对许多

老年人来说，很可能是人生中‘最后一
跌’。”福建省级机关医院骨科徐光辉
副主任医师指出，老年人“易跌”，也

“跌不起”，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
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相关死亡率
高达30%左右。

徐医生介绍，由于平衡感差、患骨
质疏松或肌少症等，老年人相对易跌
倒。跌倒后，严重者可能髋关节或脊
椎骨骨折，继而长期卧床，诱发肺部感
染、下肢静脉血栓、尿路感染、褥疮等，

“系列并发症环环相扣，使身体一落千
丈，在影响生活质量之余，最终影响寿
命”。

有6种情况，老年人最易跌倒，分
别是：起床时、洗澡时、起夜时、急忙接
电话时、上下车时以及走扶梯时。

老人防跌注意六点
徐医生建议，老年人摔倒后，为避

免更大伤害，不要贸然站起，应该先花
几分钟评估伤情。可缓慢动动四肢，
感觉是否疼痛、活动受限。若受伤了，
应挪到最近的电话旁求助，及时就诊；
若没有受伤，才可试着自己恢复直立
姿势。

跌倒后，仰卧者从地上站起时，应
该先缓慢转成侧卧姿，然后试着以手
撑地，使身体呈跪姿，再抓住可攀扶的
家具站起。若身旁无坚固家具或无人
协助，应小心地弯曲膝盖，缓缓站起。

老年人日常防跌，应注意六点：培
养规律锻炼的习惯，改善机体功能，如
游泳、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生活中
注意“慢、扶、合、早”，即起床、弯腰要

“慢”，上下楼要扶扶手，裤子要合身、
鞋子要合脚，若头晕乏力或睡眠紊乱，
应及早就医；居家环境要“排雷”,保持
家中地板平整、干爽、无障碍物，家中
光线强度适中，厕所浴缸、马桶旁加装
扶手或放防滑垫，书架、床等常用家具
高度适中；服用镇静、安神等药物后，
不要马上下床或进行剧烈运动；树立
正确老年观，改变不服老、不麻烦人的
心理；必要时选择防滑、坚固、长度适
中的拐杖等辅具。 （福州晚报）

老年人被诈骗的新闻案例，看后触目惊心

某地“免费体验店”组织老年人“学习”，借机推销“保健品”。 （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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