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一

狂撒“福利”套路，教唆老人“投资”
11 月 8 日下午 2 时许，70 余岁的李阿婆（化名）向

警方报案，称自己退休存下来20万元养老钱被人骗光

了。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调查，发现李阿婆卷入

的是一起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

经初步核实，该案犯罪嫌疑人至少有 10 余人，多

来自广东，他们于 2017 年 7 月以某广告公司的名义，

专门行骗老年人。目前登记在册的被害群众已达100

人，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

实施行骗的这群团伙首先通过业务员派送传单、

广告，向老年人分发“礼品卷”，获得赠领资格的老人可

凭“礼品卷”免费领取一斤大米或一斤面。吸引到数量

足够多的老年人关注后，该团伙便不断以上门走访、到

山庄吃饭、赴景区游玩、参加福利抽奖等形式组织活

动。每次活动的最后，他们都会极力推销自己的“产

品”，一款投放在各大商场、超市的广告机，并标榜投资

该产品每月可获不少于 2%的利息，存满 10 个月还能

额外获赠2个月利息。

“小王平时对我们非常有礼貌，经常会来我家串门，

还让我帮忙向其他人介绍产品呢。出于对小王的信任，

我和老伴瞒着子女将退休后存着的20万块钱全部投了

进去。”事发之后，李阿婆怎么都不愿相信平时客客气气

的小王是一个骗子。11月6日，李阿婆再也联系不上小

王，随后赶到该公司，发现已是人去楼空，幡然醒悟后的

她选择了报警。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警方剖析：本案是专门利用老年人有闲钱想投资

理财的心理，犯罪分子通过组织各种福利活动、打出

“亲情牌”“熟人牌”的方式，瓦解被害人的心理防线，同

时抓住老年人知识更新慢、对金融产品了解少等弱点，

以高息为诱饵，进而实施诈骗。防范此类诈骗案的关

键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在投资

之前，老年人要多与子女、家人或专业机构沟通，提高

防范意识。

冒充公安，一通电话骗走10万元
“我是湖南省公安局的民警，用你手机号码注册的

微信发布了违法信息，公安局要对你进行立案调查！”

12 月 11 日下午 4 时许，63 岁的市民陈先生接到了这

样一个电话。半信半疑的陈先生根据对方提示添加了

一个昵称为“孙阳”、头像为一名男性警官的微信。紧

接着，陈先生就收到对方发来一张写有自己姓名的检

查通知书、逮捕通知书，还有一张冻结管收执行命令。

陈先生一下子慌了神，为这些东西信以为真，大呼自己

是被冤枉的。

“我们查到你的银行卡里有100多万元，只要你配

合调查就能还你一个清白。”为洗刷冤屈，陈先生毫不

犹豫地将自己的银行卡卡号、卡上余额等个人信息全

部告知了对方，并将随后收到的验证号码也报给了对

方。结果不一会儿，陈先生就收到银行短信提示，显示

他消费了 10 万元，再联系那名“孙警官”时，却显示已

被拉黑。越想越不对劲的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上

了骗子的当，慌忙报了警。

警方剖析：犯罪分子冒充“公检法”是电信诈骗的

老套路，随着群众防骗意识的逐步提高，骗子将目标更

多地转移到分辨能力较弱的老年人下手。老年人接到

陌生电话、短信时务必要做到“三不”：不轻信、不透露、

不转账。若接到可疑来电可拨打金华市反诈骗中心电

话0579-81234567进行甄别，如被骗一定要及时报警。

最后，警方呼吁广大市民朋友要和家人多交流相

关防骗知识，尽可能地将已知的诈骗案例同亲朋好友

分享，帮助老年人提高自身防骗意识和鉴别能力，提醒

他们保管好家庭及个人银行账号、密码等信息，莫要轻

易透露给他人，谨防被骗。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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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吕倍思

合成作战案例评选，推广优秀经验
12 月12 日上午，市公安局举办了2017 年度合成作战典型案例评选活动，全局共13 个单位选送了运

用各种新式侦破方法破获的经典案例。通过此次评比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我市警方合成作战实战能力，

总结和推广了优秀经验。

通讯员 金玉澄 吕倍思 摄

抢劫未成被刑拘
男子悔不当初
□通讯员 叶宁 鲍华莉

“是他，就是他，刚才抢劫的就是他！”12 月

10日凌晨1时许，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的办事大

厅内，一中年女子指着一个身高一米七左右、头

戴眼镜的男子喊道。该女子姓孔，是金城路某超

市的营业员。

12 月 9 日晚上 11 时许，孔女士开始整理货

架准备关门。就在这时，进来了一位男性顾客，

孔女士没太在意，说完一句“欢迎光临”后就继续

整理货架。当她整理完货架走回收银台时，那名

男子迅速凑上前，拿起收银台边上一把吃西餐用

的铁质叉子伸向了她。

“抢劫！快把收银台里的钱都拿出来！”

孔女士她反应过来说，收银机需要现金先结

账才能打开。男子犹豫了片刻开始低头摸口袋

找钱，孔女士趁机逃到店外。该男子追了出来，

他看到周边有人经过，便赶紧扔下叉子仓皇逃走

了，孔女士连忙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东城派出所的民警迅速展开调

查。正当民警陪着孔女士做完笔录经过派出所

办事大厅时，迎面遇见一男子慌慌张张地走进

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要自首，我要自首。”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经审讯，该男子姓张，19 岁，贵州人，他对实

施抢劫的行为供认不讳。张某自称，当喊出“抢

劫”两字时，他就开始后悔了。在逃离现场的路

上，他更是懊恼不已，于是想到了自首。办案民

警介绍，虽然张某抢劫未遂，但已经涉嫌抢劫犯

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亲情牌”屡屡击中老年人“软肋”
我市警方实例剖析，揭秘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

近年来，保健品陷阱、讲座陷阱、集资诈骗、电信诈骗层出不穷，诈骗分子的
手段不断翻新，老年人屡屡中招。是什么击中了老年人的“软肋”，让他们成为诈
骗分子主要的行骗对象呢？面对层出不穷的骗术，如何提高老年人的“免疫
力”？我市警方根据以下真实案件进行实例剖析，揭秘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

变装戴假发行窃
民警慧眼巧破案
□通讯员 叶宁

假发、鸭舌帽、墨镜⋯⋯为躲避侦查人员，他

将这些从电视上学到的伪装术都用上了，再狡猾

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火眼金睛。12 月 18 日，

市公安局古山派出所民警应金航经过缜密侦查、

成功破获一起入户盗窃案，抓获一名变装行窃男

子席某。

12 月 16 日中午，古山派出所接到市民舒某

报警称，其家里西卢某出租房门锁被撬，3000 元

现金被盗。接警后，值班民警应金航立即带人前

往现场进行勘查。邻居陈某向民警提供了一条

重要线索：当天上午，他听到舒某的房间里有动

静，便出来查看，看到一名男子正在舒某的房间

里，该男子说找朋友却说不出朋友的名字。陈某

正打算打电话报警时，那男子竟拿出辣椒水向陈

某喷射，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随后，民警又仔细询问了那男子的体貌特

征：身穿蓝色衣服、蓝色牛仔裤、头发略长。18

日上午，古山派出所又接到一起报警：一辆电动

车被盗，民警调看监控后发现，这两起案件的犯

罪嫌疑人穿着一模一样，只是头发长度不同。根

据视频监控，民警顺利在古山某街道抓获了该名

男子，现场查获了假发、辣椒水等工具。

经查，犯罪嫌疑人席某，1970 年出生，河南

人，2006年因敲诈勒索受到刑罚，2013年因盗窃

罪被永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那顶假发

是其作案时的伪装。

因涉嫌盗窃，席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