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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险 | 父母需要陪伴，你不去诈骗就去了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电信诈骗针对老年人？ 

因为老年人比较孤独，缺少金融知识接触，子女平常给与的关怀也不够。 

 

案例介绍 

电诈“黑手”正伸向老年人 

2019 年 6 月 26 日 15 时左右，一位 75 岁高龄客户到某银行网点办理业务，进入厅堂时客

户神情十分紧张，运营经理发现异常后主动上前询问客户办理业务情况，但客户全程未讲话。

运营经理察觉后立即邀请客户到自己的办公室交谈，客户始终还是不开口，也不允许运营经

理说话。 

运营经理通过使用纸条与客户进行交流。客户书写纸条内容表示自己要进行汇款，示意运营

经理不要说话，运营经理询问客户汇款的意图及家人是否知情，客户纸条描述她自己已被

“司法机关”监听电话且监控位置，必须要把规定的 50 万“查控款项”汇到某银行指定账

户，并且警告她不允许告知其子女及家人，否则会牵连子女及家人的账户一并被冻结。随后，

客户又通过手机微信向运营经理出示微信图片，两张图片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人

民检察院刑事逮捕令”和“冻结管制令及北京市金融监管局鉴定证明书”，微信要求其向指

定账户办理“安全账户”汇款业务。 

运营经理凭借多年运营工作经验，判定客户已遭遇电信诈骗，立即用纸条传递信息给客户，

并告知客户“千万不能汇款，这是电信诈骗，我会帮助您。”随后，运营经理拨打了 110 报

警电话，几分钟后，警察就赶到了现场，见到警察后客户才放松紧张情绪，开始开口解释事

情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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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跟随警察到公安机关做笔录说明详细情况，客户从公安局离开后又再次返回到网点，对

银行工作人员高度负责、帮助自己挽回 50 万元损失表示感谢。 

 

案件启示 

不听不信不转账，陌生短信电话多核实 

老年人是诈骗分子的主要目标人群，诈骗分子利用老年客群风险防范意识弱、个人信息保护

意识差、容易轻信他人、子女不在身边等特点，诱导老年人将自己的金融关键信息，甚至包

括取款密码、手机验证码等直接泄露给诈骗分子，极易导致其遭受资金损失。 

当前，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猖獗，手段不断翻新。消费者在接到此类电话、短信、微信等时，

首先不必紧张，也不必理会，因为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您把

钱转到某“安全账户”。其次，第一时间把这件事件告诉子女、亲戚和朋友，也防止他们上

当受骗。再者，若还是半信半疑，可直接拨打 110 报警。 

同时，消费者也应增强防范意识，不要轻易相信来源不明的电话、短信和网络信息。若收到

陌生短信、电话时，要多方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如果是“熟人”来电来信，要通过其他方

式核实信息的真伪。在接到所谓的“国家机构、运营商、航空公司、兑奖单位”电话或短信

时，也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涉及银行卡、网银等问题，直接向银行客服中心咨询，

不要使用不明来源的咨询或联系方式。一旦上当受骗，要注意保留证据，并及时拨打 110 报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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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是诈骗分子的主要目标人群，犯罪分子常利用老年客群风险防范意识弱、个人信息保

护意识差、容易轻信他人、子女不在身边等特点实施诈骗行为。 

平常我们应该加强和家里老年人的交流，除了避免他们被骗，还可以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

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