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给家里老人！卖书卖药的或是假专家 电话骗钱的很会“装孙子”

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电话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冒充专家、推销书籍或保健品的骗局层出不穷。这些不法分子往往以“卖书
卖药”为名，通过电话与老人拉近关系，假装关心，甚至自称“孙子”，以此博取信任。他们的目标明确，利用老年人的健康
焦虑和情感需求，精心设计骗局，诱导老人购买所谓“权威书籍”或“神奇药物”。这些诈骗手段不仅让老人损失钱财，还可
能因服用不明保健品而危害健康。诈骗团伙的套路通常高度相似。他们会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老年人的电话号码，冒充医生、营
养师或养生专家，声称掌握延年益寿的秘诀。他们在电话中语气亲切，嘘寒问暖，甚至以“爷爷奶奶”相称，营造出一种类似
亲人般的温暖氛围。一位受害者张阿姨回忆，诈骗分子自称是某知名医院的“专家”，向她推荐一本“包治百病”的养生书，
并声称搭配特定保健品效果更佳。张阿姨信以为真，花费数千元购买，却发现书籍内容空洞，保健品毫无效果。这些假专家的
“装孙子”手法极为狡猾。他们往往通过长时间的电话沟通，逐步建立信任，了解老人的生活习惯、身体状况甚至家庭情况。
他们会根据老人的需求，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推荐价格高昂的书籍或保健品。更有甚者，诈骗分子会以“限时优惠”或“
免费赠送”为诱饵，要求老人支付高额邮费或定金。一旦老人上钩，诈骗分子便迅速转移资金，随后销声匿迹，电话再也无法
接通。公安机关表示，这类诈骗团伙通常具有高度组织性，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搜集信息，有人负责电话推销，还有人负责物
流发货。他们使用的书籍和保健品往往是低成本的劣质产品，甚至可能含有有害成分。警方曾破获一起特大诈骗案件，涉案团
伙通过冒充“健康专家”向全国上万名老人推销所谓“抗癌秘籍”和“长寿药”，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为何老年人容易成
为诈骗分子的目标？一方面，老年人对健康问题格外关注，容易相信所谓“专家”的权威性另一方面，独居老人情感缺失，诈
骗分子以“装孙子”的方式填补了他们的情感空缺。专家指出，诈骗分子深谙心理学，利用老人的孤独感和对健康的渴望，精
心设计话术。例如，他们会在电话中反复强调“这是为您好”“我像您的孙子一样关心您”，让老人放松警惕。为了应对此类
骗局，社会各界正采取多种措施。社区居委会和养老机构开始普及防诈骗知识，通过讲座、宣传单等方式提醒老人警惕陌生来
电。公安机关也加大了对诈骗团伙的打击力度，定期发布典型案例，提醒公众提高防范意识。专家建议，子女应多陪伴老人，
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同时帮助老人安装来电过滤软件，屏蔽可疑号码。此外，老人接到推销电话时，应保持冷静，切勿轻易
透露个人信息或转账汇款。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诈骗不仅限于电话，部分不法分子还通过微信、短信甚至上门推销的方式实施
诈骗。他们可能冒充社区工作人员或公益组织成员，推荐“免费体检”或“健康讲座”，实则推销高价产品。针对这些新手段
，老人和家属需格外警惕，切勿轻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防范电话诈骗，关键在于提高老年人的防骗意识。专家提醒，任
何声称能“包治百病”的书籍或保健品都不可信，正规医疗机构不会通过电话推销产品。子女应教会老人如何辨别诈骗电话，
例如核实对方身份、拒绝透露银行卡信息等。一旦发现被骗，应立即报警并保留相关证据，如通话记录、转账凭证等。“卖书
卖药的或是假专家，电话骗钱的很会装孙子”，这句标题不仅点明了诈骗分子的惯用伎俩，也提醒我们关注老年群体的防骗教
育。只有家庭、社会和执法部门共同努力，才能让诈骗分子无处遁形，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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