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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养老服务：

骗子以投资养老基地、旅游考察、
预售养老床位等项目为名，将老年客
户诱骗至所谓养老基地、福利院进行
参观、游玩，进而以预售养老床位等名
义非法集资。

金融投资：

“限量发行”“绝世珍藏”等宣传语
常被不法分子用来吸引老年人投资，
一些不法分子还许诺在短期内帮助老
年人将纪念币进行拍卖以实现“收益
翻番”。同时，还有不法分子利用“海
外股权”“天使投资”等新兴金融概念
混淆视听，诱使老年人购买产品。

低价购物：

不法分子发布低价二手物品转让
信息，一旦与其联系，便以缴纳定金、
手续费等为由骗取老年人钱财。

免费赠送：

老年人十分注重养生，诈骗分子
借此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
保健品，某些长期受疾病困扰的老年
人，会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各种“神
奇”的偏方疗法。诈骗分子打着免费

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等幌子，租用专
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
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
从而实施诈骗。

低价旅游：

旅行社以低价游、免费游的噱头
吸引老年人参团旅游。随后在旅游过
程中安排各种购物环节，将商品以高
于市场价多倍的价格卖给老人。

冒充中奖：

不法分子以热播电视节目组的名
义向老年人发送短信，称对方已被抽
选为节目幸运观众，以获得奖金需交
手续费、保证金等为由实施诈骗。一
旦有老年人咨询中奖事宜，便会进入
骗子设下的陷阱，往往骗取的费用由
小金额开始，只要给骗子汇款，骗子就
会无限循环以各种名目继续行骗，直
至受害人警觉。

缴纳养老金骗局：

诈骗分子假借认识人社局、社保局
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
员数万元不等的金额，谎称可帮助未参
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一次性补缴社会
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退休金。

冒充公检法：

诈骗分子通常以不法途径获取了
受害人的精准个人信息，再伪造相关
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
等单位工作人员，骗取信任后，利用老
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声
称要执行逮捕，须缴纳保障金等手段，
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老年人黄昏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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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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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充亲友行骗：

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手段获取老年
人信息后，伪装成老年人的亲友，以借
款、救急等理由发送短信，要求老年人
向其转账汇款。

反诈民警支招
守好老年人钱袋子

针对老年人，骗子可谓是用心良
苦，面对层出不穷的“定制版”骗术，老
年人如何做才能杜绝被骗的后果呢？

心存戒备：

遇事保持冷静，多调查、多思考，
面对陌生人不轻易相信、不盲从，不相
信天上掉馅饼，不轻信不明对象及可
疑信息，对突然到来的“好事”要提高
警惕，心存戒备。生活中，对个人信息
要保密，不随意泄露。

相信科学：

不轻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不迷信。面对保健养生类诈骗，不要
相信有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如果患
有疾病，主动就医，保健品不能治愈疾
病。相反，伪劣的保健品会加重患者
的病情，贻误治疗良机。

亲友互动：

常与亲友沟通，遇到拿不定主意
的事情不急于决策，不固执己见，多听
取亲友意见，常与亲友交流。建议老
年人多关注一些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
的政策以及新闻。子女要多与家中的
老年人沟通，了解他们最近的生活状
况。如若发现老年人被骗，应立刻耐
心劝导，并立即报警。

技术支持：

老年人辨别能力差，当骗子打来
电话时，目前，反诈软件“国家反诈中
心”APP 能识别并及时做出提示。建
议子女协助老人用手机下载注册，平
时老人也可以利用平台获取反诈知
识，保障自己与身边人的财产安全。
同时，记住96110是反诈热线，如果有
来电很可能就是您有被骗风险，民警
打来的提示电话要及时接听。

新报记者张艳

最高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
虚假古董交易诈骗案公开宣判

古董“局中局”

当有一天，你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得知自己是

“有钱人”时，会不会被这惊喜和意外砸昏了头？但

却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并因此付出了代价。近日，

津南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虚假古董交易诈骗案，21

人犯罪集团共骗取被害人 185人，共计人民币

7878753元。2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十

个月至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

反诈民警总结老年人防骗指南

近年来，骗子的诈骗套路层出不穷，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信息闭塞、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的特点骗取老年人
钱财。对此，天津市反诈中心总结出一套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常见诈骗手法，提示老年人加强防范。

收藏画作价值200多万？！

2020 年六七月份，王女士正在
家中打盹，突然接到一个自称吴某
某的女子给其打电话，问王女士手
上是不是有收藏的人民币，并表示
他们公司可以拍卖收藏品。王女士
平日喜欢收藏，家里藏有一些画作
和钱币之类的藏品。经吴某某一
说，现在这些藏品都升值了，王女士
不免心动。

聊了几次后，王女士被邀约到
名为“盛世某某”公司。很快，一名
自称杨某的男子接待了王女士。经
过品鉴，杨某脸上现出惊讶表情，并
表示王女士收藏的画作在市面上至
少价值两百多万；于是当着王女士
的面给拍卖公司打了电话，询问对
方是不是可以卖出去，电话那头当
即回答可以高价卖出去。王女士听
到后，心生欢喜。

与此同时，杨某要求跟王女士
尽 快 签 订 拍 卖 的 合 同 。 这 时 ，杨
某跟王女士提出拍卖需要先交推
广 费 、宣 传 费 、占 地 费 等 2 万 元 。
王女士暗自揣度，2 万元比起 200
万元，还是划算的。于是，王女士
现场与杨某签约，并缴纳了 2 万元
费用。

过了数日，王女士没有等来画
作卖出去的消息，却等来了杨某催
缴费用的电话。杨某称，王女士交
的钱不够，推广不开，市面上了解画
作的人少，还需要继续交钱。时间
转眼到了 8 月份，王女士被杨某忽
悠还参加了一个拍卖会。令王女士
没想到的是，拍卖会的客户只有她

自己，工作人员也只有杨某和门口
登记人员。王女士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上当受骗了。此后，王女士几
次三番找杨某退钱，可是退回来的
也是寥寥无几。

话术骗人赚的就是“服务费”

骨干被告人邵某供述，他们对
外谎称公司具有鉴定资质的专家，
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具有藏品鉴定资
质。此外，公司对客户业务上的许
诺和服务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为了
骗取客户的钱财。

该犯罪团伙先是将客户信息分
配给各业务员，然后由业务员电话
进行联系，如果客户有需求就进一
步沟通。当客户来到公司后，他们
以鉴定师的身份对客户带来的藏品
进行估价，但是这个估价没有任何
依据，他们一般都会按照客户的心
理预期，以及其在“某某艺术网”上
的相关藏品价格给客户报价，让客
户对自己的藏品具有信心。

如果是线上的话，通过业务员
的微信语音或视频给客户的藏品做
介绍和估价，有时会给客户出一个
藏品分析表。同时业务员会通过话
术让客户相信公司有能力给他的藏
品做好宣传，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
从而诱导客户交纳推广费。

客户支付后，公司会根据客户
提供的藏品照片配上简介做成视频
发到较为有名的平台上，然后告诉
客户为其进行推广了，客户在这平
台上肯定能搜到，但是实际上根本
达不到推广的目的，因为这些消息
一般只会被主动搜索发现，不会被

动推广。然后公司还会为客户赠送
一个“网展”，在公司的微信公众号
上登载相关的藏品资料，同样也只
有搜索才可以看到，起不到推广的
目的，也不可能有买家看到。

接下来，业务员进一步以提高
成交概率和成交价格的借口诱导
客户继续交钱，公司内部称这笔费
用为“拉单”。部分线下客户业务
员会推荐他们办理公司的会员，价
格也不固定，成为会员后就可以享
受不限期的所谓“推广服务”了。
再之后由其他人以法人的身份跟
客户谈，骗客户称有买家想购买藏
品，要办理“成交确认书”，需要客
户 交 纳 藏 品 估 价 10% 的 前 期 费
用。按照所谓的协议规定，为了让
客户相信还会给客户藏品 5%的预
付款，谎称是买家给的预付定金，
再之后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跟客
户说交易失败。就这样被害人遭
遇连环骗，让其“心甘情愿”地把钱
拿出来。

最高判刑十二年六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 2018 年 11
月份，被告人张某、柴某等人为获取
非法利益，在天津市河东区、滨海新
区先后成立五家公司，采用“线上+
线下”方式实施诈骗行为，通过互联
网获取有收藏买卖需求的被害人信
息、雇佣多名被告人采取拨打电话
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并利用
公司提供各种“话术”骗取被害人信
任，后将大部分被害人骗至上述公
司，并以虚构召开收藏品拍卖会、为
收藏品爱好者提供交易平台、承诺

将被害人的藏品高价出售等理由，
向被害人收取收藏品展位费等虚假
费用，骗取被害人钱财。同时，部分
被告人通过相互配合，欺骗被害人
以明显畸高的价格购买被告人事先
准备的“藏品”，以骗取被害人巨额
钱财。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
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其行为均
已构成诈骗罪，属共同犯罪。本案
被告人为了实施诈骗行为，聚集在
一起，形成固定的管理模式，使用统
一的诈骗手段，形成了以被告人张
某、柴某为首要分子，被告人邵某、
孙某某、商某某为骨干成员，其他被
告人为一般人员的犯罪集团。根据
本案的犯罪事实、各被告人的犯罪
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认罪态
度及退赃情况、家庭情况及其行为
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津南
法院分别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
个月至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不等
的刑罚。案件宣判后，全案被告人
无一人上诉。

法官提示：
诈骗犯罪逐步与互联网高度融

合，由线下向线上发展，诈骗类犯罪
也呈现出犯罪场景网络化、犯罪手
段 多 样 化 、受 害 对 象 涉 众 化 等 特
征。广大群众不轻信推销，及时寻
求亲属、社区的帮助，通过合理渠道
了解真实信息，遇到诈骗不要慌，及
时报警并留存证据，提高防范和自
我保护意识。

新报记者 常健
通讯员 黄茂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