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以为走“桃花运”，结果陷入“美人计”

这些骗局，大爷大妈们一定要留心

丧偶的黄大爷本以为走了“桃花运”，
没想到却遭遇“美人计”，被骗1万余元；吴
大妈本想帮儿子找份好工作，结果却是遇
到了骗子，被骗了4万多元……提起骗子，
大伙都觉得可气又可恨，那么如何防范这
些纷繁复杂的骗局呢？近日，市场星报、安
徽财经网记者专门采访了常年办理相关案
件的检察官，他们不仅详细地介绍了几类
常见的骗局，还给出了防骗建议。

▋记者 马冰璐

案例1：
参加免费抽奖，被骗200元

去年 4 月，年逾七旬的高大爷去菜市
场买菜，远远听到三名男子吆喝：“免费抽
奖，百分之百中奖。”他凑近一看，一女子正
在抽奖，虽然并未中奖，但还是获得了 20
元作为“安慰”。见有此等好事，高大爷当
即伸手一试，并“喜中”一等奖。三名男子
随即拿出奖品——一条假项链，并向他索
要 200 元“税费”。见此情景，高大爷顿时
醒悟自己被骗了，但碍于对方人多势众，他
只得乖乖掏钱了事。

防骗建议：抽奖骗局屡见不鲜，不论是

街头抽奖，还是接到中奖电话或收到中奖

短信，一旦对方提出先交税费等费用，其中

必定有诈。

案例2：
大爷网上相亲，遭遇“美人计”

去年10月，丧偶的黄大爷在网上发布
了一则征婚信息，没多久，一位 40 多岁的
女子主动与他联系，并称想和他交往。几
天后，两人相约见面，可一见面，该女子便
提出，黄大爷得向她表示一下诚意，给她买
礼物。随后，误以为自己走了“桃花运”的
黄大爷花了 1 万余元为她购买了金项链、
金戒指和金耳环。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几
天后，该女子便带着这些首饰“失联”了，这
时，黄大爷才醒悟过来自己掉进了“美人
计”。事后，他才知道，该女子通过上述方
法，先后骗了10多位和他差不多年纪的老
大爷。

防骗建议：遇到陌生人打着“相亲交

友”的幌子主动与自己套近乎或提出物质

要求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加防范。

案例3：
大妈帮儿子找工作，被骗4万

一想起儿子没工作的事，吴大妈就非
常发愁，今年1月，她在晨练时结识了一位
自称姓林的大妈，得知她的烦心事后，“林
大妈”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弟弟是某
单位的领导，可以帮吴大妈的儿子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见她主动表示愿意帮忙，吴
大妈赶忙连声道谢。可吴大妈怎么也没
想到，此后，“林大妈”多次以送礼等理由
向她要钱，前前后后一共从她手中骗走了
4 万多元，但帮她儿子找工作的事却一直
没消息。

防骗建议：遇到陌生人“好心”帮忙，并

索要财物时，一定要保持警惕，切勿轻信上

当，钱财受损。

案例4：
欲拍卖字画，却遭遇骗子公司

胡大爷喜欢收藏字画，去年 12 月，他把
其中一幅字画放在网上销售，没多久，一家文
化艺术交流公司的业务员主动找到他并声称
能帮他拍卖这幅字画。相约见面后，该业务
员称，胡大爷的这幅字画价值 50 万元，公司
可以帮忙拍卖，但胡大爷要缴纳1万元“服务
费”。心动不已的胡大爷随后缴纳了“服务
费”，可交了钱后，拍卖字画的事却一直没消
息，他赶紧给业务员打电话，可对方的手机却
打不通了，他跑去公司一看，这才发现老板和
业务员都已经“跑路”了。

防骗建议：如有藏品拍卖需求，一定要去

拍卖行业协会官方网站挑选正规的拍卖行进

行委托。一旦发现被骗，应及时向公安机关

报案。

案例6：
路遇捡钱分钱，大爷被骗6000元

今年 2 月，罗大爷行至合肥市北一环附
近时，一骑自行车的男子经过他身旁，丢下一
个钱包。另外两名男子捡起钱包并拉住罗大
爷分钱。就在罗大爷心生犹豫和疑惑时，骑
自行车的男子返回，询问他们是否捡到钱，要
求查看三人的随身物品，并打电话查询他们
的银行卡余额以证清白。罗大爷不知如何查
询，三名男子便热心代劳，并趁机窃取了他的
银行卡号和密码。随后，罗大爷银行卡里的
6000元被骗子一卷而空。

防骗建议：遇到类似的情况，切记不要为

了占小便宜而吃大亏，应该果断拒绝“分钱”

建议，迅速离开并报警。

案例5：
“老神医”一忽悠，大妈交出财物

去年年底，朱阿姨在小区散步时遇到一
女子，问她附近是否住着一位“老神医”。她
刚回答“不知道”，另一女子便凑过来称自己
知道。禁不住两人劝说，朱阿姨便稀里糊涂
地跟着她们一起前往“老神医”的住处。期
间，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了几句，两名
女子便趁机从她口中套取了她家的家庭情
况，然后悄悄通知了“老神医”。到达“老神
医”的住处后，“老神医”准确无误地说出了朱
阿姨家中的情况，并称其子女有“血光之
灾”。信以为真的朱阿姨当即交出随身财物
给“老神医”做法事。回家后，她将此事告诉
了子女们，在子女们的提醒下，她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骗。

防骗建议：不要把个人和家庭情况随便

告诉陌生人，更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迷信言论。

案例7：
养老钱交给投资公司，血本无归

去年8月，赵阿姨轻信骗子忽悠，把10万
多元养老钱交给了一家投资公司，对方向她
许诺高额回报。见收益可观，她还拉上了亲
戚朋友。起初两个月，她还能按时收到高额
回报，可到了第三个月，她左等右等也没等到
收益，跑去一看投资公司已经跑路了，她不仅
自己血本无归，还连累亲戚朋友钱财受损。

防骗建议：投资理财一定要选择正规合

法的渠道，切勿轻信骗子忽悠。

案例8：
骗子冒充女儿，大妈被骗3万元

合肥市民张阿姨的女儿在国外工作，平
日母女俩经常通过QQ联系。去年10月的一
天，“女儿”通过 QQ 视频向她要 3 万元，由于
看到视频那一端确实是女儿，她便毫不犹豫
地照“女儿”的吩咐，给她汇了3万元。可刚汇
完钱，“女儿”就下线了，她感觉有些不对劲，
便赶忙联系女儿，这才得知自己被骗了，女儿
不仅没和她视频，也没向她要钱。

防骗建议：如果有熟人通过网聊等方式

提出“借钱”、“汇款”时，一定要先通过其他方

式确认真假。

案例9：
轻信免费医疗，大妈被骗8000元

去年11月，李大妈接到一陌生人来电，对
方自称是某老年健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称
李大妈只要入会便可享受免费医疗服务，购
买保健品还可获得优惠补助。经不住对方

“忽悠”，李大妈心动了，随即前往对方办公室
缴纳了入会费，并花8000多元购买保健品。

防骗建议：就医、买药一定要前往正规医

院、药店，切勿轻信“基金会”等机构。

案例10：
“法院”来电，六旬大爷被骗5万

今年 1 月，60 多岁的孙大爷接到一男子
来电，自称是“中级法院法官”。该男子声称，
孙大爷有一张法院传票，涉及恶意透支信用
卡大笔金额诈骗，法院坚持将他账户里的钱
冻结转走，让其赶紧将资金转存到指定账
户。信以为真的孙大爷赶紧前往银行，按照
对方的指示进行操作，将账户上5万元转入所
谓的“安全账户”。

防骗建议：公检法等司法机关以及银行

都不会设立“安全账户”，也不会让市民进行

任何形式的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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