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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养老诈骗犯罪，守护群
众财产安全。我市自 6 月起，开
展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宣传教育、依法打
击、整治规范“三箭齐发”，旨在
大力营造“不敢骗、不能骗、骗不
了”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养老诈骗
无处遁形。

老人稳则家庭稳，家庭稳则社
会安。可近年来，涉老诈骗犯罪呈
高发态势，自诩可祛病消灾的“神
医”、号称能抗癌排毒的“神药”、
推销包治百病的“床垫”，免费体
检还赠送鸡蛋油米的“恩惠”、发
送“您中奖了！”的“喜讯”、吹嘘
高额回报的“投资”……骗术不断
翻新，不少老年人纷纷“中枪”。
涉老诈骗犯罪不仅给老年人带来财
产损失和精神打击，影响着千千万
万个家庭的和睦安宁，更给社会稳
定带来隐患，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
成败，其危害决不容小觑。

养老诈骗天良丧尽，令人深恶
痛绝，必须对其坚决说“不”。一
方面，要“零容忍”打击。强化线
索摸排、广泛发动群众举报，结合

常态化扫黑除恶依法严惩，最大限
度地追赃止损，打掉一批养老诈骗
犯罪团伙，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
子，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打击养
老诈骗犯罪长效机制，久久为功，
坚决铲除养老诈骗滋生的土壤；另
一方面，“点对点”防范。从老年
人的身边发力，对老年人“点对
点”发布风险提示和预警信息，曝
光一批养老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
让受害人走到老年人中间“现身说
法”……织密早识别、早预警、早
发现、早处置的防护网。

斩断伸向老人的黑手，需要全
社会形成合力。公检法、市场监
管、医疗卫生、住房城建等部门要
经常开展联合行动，全力遏制“老
年骗局”发生；居委会要联合物业
适时完善老人基本信息、广泛开展
反诈宣传；网信部门要加大网上宣
传发动力度，拓宽涉老诈骗举报渠
道，切实为老年群体筑起防骗识骗
坚固防线……大家各尽其能，打一
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人民战争”。

当然，打击养老诈骗犯罪，不
仅要有制度治理的刚性，还应有人

文关怀的柔性。对此，子女对老人
的关爱不可缺位。每一个子女都要

“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着孩
子，常回家看看”，用亲情、温
情、真情挤压“行骗空间”，用细
心、耐心、热心铸成情感护盾，儿
女的关爱多一些，老人被骗的风险
就少一分。说不定，儿女的一声叮
嘱，家人的一个提醒，就制止了一
起老人被骗案件的发生。

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绝
不是骗子的“摇钱树”。让我们始
终对养老诈骗新“马甲”保持警
惕，打防结合，立体施策，常治常
新，守护好老人“养老钱”，托举
起幸福“夕阳红”。

截至6月6日，安庆

已排查侵害老年人合法权

益的违法问题线索或风险

隐患13条，其中立案查

处5件，移送公安机关侦

查5件。排查出的风险隐

患，相关部门正在督促完

成整改。（《安庆晚报》6

月7日）

打防结合 托举幸福“夕阳红”
艾才国

现实中，针对老年人的诈骗
手段花样百出。如何避免老人上
当受骗？需要政府、社会、民众
和家庭等各方共同努力，严厉打
击养老诈骗行为，同时，提高老
人自身防骗能力也非常重要。

老年人被骗原因很多，关键
是防骗能力低。防骗能力是预防
被骗的第一道“防线”，不断提高
防骗能力，就能增强识骗防骗

“免疫力”，守牢第一道“防线”，
有效甄别、抵御各种骗局。

老年人怎样提升防骗能力？

经常读书看报是一个有效的办
法。读报不但增长了知识，开
阔了视野，不与社会脱节，在
潜 移 默 化 中 提 高 了 防 骗 能 力 ，
而 且 科 学 素 养 也 能 得 到 提 高 。
因为报纸刊登的新闻报道、资
讯 信 息 来 源 都 是 权 威 正 规 渠
道，而且都经过记者编辑认真
核实，真实可靠。报纸不仅仅
是一份报纸，实质上也是一部

“百科全书”。报纸上有政治、经
济、民生、社会、科普、副刊、
娱乐等很多栏目和板块，涵盖了

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
了丰富的“知识营养”，而且每天
刊登的内容都是最新的，特别是
政治、经济、民生、社会、科普
方面的新闻报道、资讯信息，信
息量非常大，每天浏览阅读，养
成习惯，就会在潜移默化中丰富
自己的知识储备。就说各种保健
营销骗局，报纸上时有揭露骗局
的报道，如果每天看报，就能获
知这些骗局的真面目，当在生活
中遇到这些骗局时，自然不会上
当受骗。

提高防骗能力 守牢第一道“防线”
孙维国

相对而言，老年人属于弱势群
体。由于对自身健康的追求，以及社
会活动的减少，老年群体易于成为诈
骗者实施诈骗的目标而上当受骗。

老年人被骗，既有钱财的损
失，也有身体与心理的伤害。而心
理上的伤害则更甚，一般难以消失
与抹平。一旦发现上当受骗，老人
不仅有一种被社会抛弃之感，而且
会觉得在家人及熟人面前抬不起
头。如此背负心理上的包袱，生活
怎有幸福可言？

由此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
我们给予老人关爱的时候，既要给
予他们物质与心理上的关怀，也要
竭尽全力为老年群体快乐幸福生活
提供必要的帮助，以全员之力，共
筑爱老防护网。

一般而言，老年人大半辈子都
过来了，经历的风浪也不少，他们
的社会经验应相当丰富了。可为何
就易于败给现代骗子，成为上当受
骗者？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对健康
的追求、社会活动的减少、交流与
信息不畅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他们过往的人生经验跟不上快
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并不足以用来
抵抗现实的变化与外来的信息干
扰，往往在骗子的狂轰滥炸下，成
为了受害者。

老年人被骗，受伤的不仅是自
身，还有家庭。过往的事实告诉我
们，一旦有老人被骗，往往会牵涉
到整个家庭的幸福。谁家都有老
人，而我们自身也会在时间的流转
中慢慢地成为新的老人。由此，关
爱老人，为老年群体筑起防骗网，
当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
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

事实上，也只有社会共同努
力，才能从根本上更好地保护老年
人的合法权益，为他们的晚年生活
营造出和谐的氛围来。在老人防骗
上，家庭负有主要责任。年轻人要
多关注老人的行为，发现异常，要
及时提醒与制止。同时还要利用适
当的时机，多多向老人灌输防骗知
识，特别是与现代信息有关的防骗
知识，提高老人的防骗能力。社会
同样肩负着重责，要从更高层面上
构筑起防骗网，要打防结合，对那
些侵犯老年人权益的人与事坚决予
以打击，既要有专项整治打击，更
要有常态化的防范举措，发现苗头
及时处理。

一句话，在保障老年人晚年幸
福上，我们当负起更多的责任，以
社会之力，为他们筑起牢固的防骗
网，让他们远离伤害，晚年生活尽
可能地幸福些。

全员努力

共筑老年群体防骗网

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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