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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焦作市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发布《关于在
全市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并公布了
养老诈骗线索举报方式。当今社
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老人常常成
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人常遇
到的诈骗手段有哪些，应当如何防
诈骗？不妨来看看这份防诈骗指
南。

保健品、收藏品骗局是前几年
流行的诈骗方式，目前也仍然存
在。在保健品骗局中，诈骗分子利
用老人十分注重养生的心态，诱惑
老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
某些受疾病困扰的老人会相信诈骗
分子所说的各种“神奇”的“偏方疗
法”。诈骗分子往往会打着免费送
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
门场地向老人宣传“健康知识”，从
而夸大产品功效，实施诈骗。在收
藏品诈骗中，诈骗分子抓住老人喜
欢收藏东西、但又欠缺相关知识的
现状，以“高价回收”为诱饵来吸引
老人购买所谓的“收藏品”。为了得
逞，诈骗分子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儿，
诱惑老人上当受骗。

中奖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也
是不断有老人上当的骗局，这类骗
局往往利用老人网络知识欠缺、爱
贪小便宜的弱点，屡屡得逞。在中
奖诈骗中，诈骗分子主要通过信息
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
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
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
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
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
实施诈骗。

在冒充公检法诈骗中，诈骗分
子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
安、检察院、法院等单位的工作人
员，谎称老人或其子女违法，须交纳
罚款、保障金等，以此骗取老人的钱
财。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很
多老人热爱旅游，把跟团游、旅居
养老当成退休生活的一部分。这
种情况下，一些低价旅游诈骗就有
了生存空间。诈骗分子以低价组
织旅游活动，诱骗老人旅游，然后
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
手段，欺骗老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
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记者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了解到，受
疫情的影响，近期此类举报数量不
多，但仍要提醒老人，要主动拒绝

“不合理低价游”，不盲目追求便
宜，签约正式旅游合同，对不能辨
别真假的物品要谨慎购买，旅游消
费时，务必索取发票、收据等凭证，
以便事后维权。

近年来，以房养老、交纳养老金
等骗局层出不穷，多地都有案例见
诸报端。在交纳养老金骗局中，诈
骗分子以认识相关部门领导、工作
人员的名义，利用老人盼望有一份
养老保障的心理，一次性收取未参
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帮其一
次性补交社会养老保险费，享受逐
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在以房养老
诈骗中，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人
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
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
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
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
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
房两空。

除了以上这些种类的骗局，一
些不法分子还设置“温情”骗局，以
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为目标，在老人
面前道尽千言万语，假装“关心”“照
顾”老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从
而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老人
要增强防范意识，遇事多找子女商
量，不要轻信别人的话。更为重要
的是，子女要多关心老人，让老人精
神世界充实起来，不要给骗子打‘亲
情牌’的机会。”解放区焦北街道花
园街社区红姐义警队一名志愿者
说。

我市发布的《公告》指出，为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
精神和全国、全省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部署会精神，切实依法
维护老人合法权益，焦作市平安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全市开展为
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如发现以提供“养老
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
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
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
施侵害老人合法权益的各类诈骗违
法犯罪，请立即举报。

事实上，对于老人来说，增强防
范意识，才是最关键的环节。

老人应当如何防诈骗？市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相关
工作人员提醒，老人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一是不轻信，遇事冷静，
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二
是不泄露个人信息，妥善保护好自
己的银行密码、身份证号码等关键
信息；三是不贪便宜，牢记世上“没
有免费的午餐”，看好自己的“钱袋
子”。

5 月 8 日，市民王女士
买了一束鲜花，带着儿子来
到母亲家中。看到女儿和
外孙，王女士的母亲高兴地
说：“你们有好几个星期没
来了，今天吃过饭多玩一会
儿再回去……”

听到母亲这句话，王女
士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
打转。“孩子上高中，时间
很紧张，我因为工作的原
因，这段时间连轴转，的确
很长时间没来看我妈了。”
王女士有些内疚地告诉记
者，“妈妈已经年逾七旬，
两鬓的白发越来越多，是得

抽出时间，给妈妈多一些陪
伴。”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
老。面对自己日渐老去的父
母，我们应该怎样做？老人
们又最需要子女做点啥？“陪
伴、倾听、沟通，是我们心底
最需要的，也是我们最渴望
的。”今年将近 80 岁的冯阿
姨说。逢年过节，子女若能
来到年迈的父母身边，陪他
们唠唠嗑、说说话，陪伴老人
度过快乐、团圆的节日，再好
不过。如果工作繁忙，探亲
不便，也可打个电话，让爱始
终“在线”。

在实际生活中，除了不
可逾越的距离，还有一些隐
形的障碍会使老人与子女沟
通受阻。在一些家庭里，子
女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十分融
洽，子女觉得父母很固执，听
不进他们的意见；父母觉得
子女不听话，对他们的关爱
不领情。“在我的内心深处，
特别想父母，特别想回家，但
有些爱却无法说出口，甚至
见了父母也无法好好沟通。”
今年 37 岁的市民小周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生
理和心理会发生一些变化，
子女不妨学习一些与父母相

处的技巧。
耐心倾听，是一个很好

与父母相处的方法。跟老人
交流时，神情要专注，最好能
与老人面对面交流，眼睛对
视，而不是边玩手机边敷衍
搭腔。多付出一些时间和精
力，耐下心来，让父母感受到
轻松的交流氛围。我们长
大，父母变老，千万不要让父
母不敢跟我们说话，看着子
女的脸色欲言又止。和父母
聊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鼓励老人把想说的话说完，
会给老人带来满满的幸福
感。

除了倾听，子女在和父母
沟通时，还要学会顺应父母的
话，如果观点不同，也不要轻
易生硬地对老人说出否定的
话语。王女士对此深有体
会。她说，前些年，她总是习
惯和母亲争论，经常因为一点
小事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彼此
都不高兴。如今，她和母亲沟
通时，锋芒少了很多，总会顺
着母亲，让母亲高兴。“母亲上
了年纪，身体不如从前，时常
会自卑，内心也更脆弱，我们
有话好好说，何尝不是对老人
的一种尊重和关爱？”王女士
说。

虽然对诈骗的打击治理
有成效，但新的诈骗方式不断
出现，仍有老人上当受骗。一
次受骗，老人可能会搭上晚年
的幸福。如何让老人远离诈
骗？社会各界形成合力，为老
年人群织密防诈骗“防护网”
势在必行。

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公
司应发挥技术优势，加强预
警，及时采取措施；反诈骗宣
教活动，应采取老人容易接受
的方式，让老人提升辨别能
力；公安机关严厉打击诈骗行
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除此
之外，家庭、社会还应多关注
老人的心理，给老人多一些关
爱，向他们科普诈骗套路、对
他们进行风险提醒，增强老人
的自我保护意识，帮助老人守
好“钱袋子”。事实上，诈骗手
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
宗，牢记“三不一多”（未知链
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
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
核实）原则很重要。

收好这份防诈骗指南

让老人远离诈骗陷阱
本报记者 梁智玲

老人最需要子女陪伴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形成合力
织密“防护网”

□梁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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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那
天，在电视中看到招兵宣传
片，不由得勾起我于上世纪
60年代接兵的美好回忆。

1968 年春，那年我已参
军入伍5个年头，老兵们都慌
着退役，我也作好了退伍的准
备。在关健时刻，我接到了连
队通知，让我到福建接新兵，
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
务。作为一名军人，服从命令
是自己的天职，所以，我二话
没说，同全师接兵队伍一起从
北京出发，踏上了南下的接兵
列车。

几天的奔波后，我来到了
四季如春的海岛城市——厦
门。随后，我和一个与我同姓
的战友被分到厦门市同安县
向阳公社接兵点。由于气温
的变化，到达接兵点第二天，
我的脚气病就犯了，两个脚趾
间起了水泡，奇痒难耐，给我
下一步完成任务带来了挑
战。解放鞋没法穿了，为了克
服困难，我在当地花了8分钱
买了一双草鞋，管它好看不好
看，穿上能走路就行。那时，
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贫穷，
农村的大人、小孩都不穿鞋，
全部光鞋走路，公社的干部也
只穿双拖鞋。

征兵工作一开始，我遇到
的第二个难题是同地方干部
的沟通和交流非常困难。当
地人讲闽南语，我这个北方人
一点儿也听不懂，直接影响对
新兵的政审和家访工作。为
了解决语言交流障碍问题，每
次同公社领导开会研究问题
时，我都事先强调要说普通
话，不讲地方话，但会开着开
着话就变了，经常因语言问题
闹笑话。为了方便入户家访，
后来，公社领导给我派一个翻
译，是一个 50 多岁的女同
志。她忠厚老实，在家排行老
三，大家都叫她三婶，我也这
样称呼她。我一个人负责全
公社分布在海边的十几个大
队报名入伍青年的家访工作，
每天要步行十几公里路。为
了方便我的出行，公社又给配
备了一辆旧自行车。我每天

骑车载着三婶，颠簸在山间的
小路上，走村入户访问。每到
一户人家，都是三婶先用闽南
话和乡亲们交流，然后再用普
通话向我解释，我再记录在笔
记本上，这样一家的走访工作
才算结束。

一天，三婶因夜晚下海被
海蛎弄伤了手，手面肿得像发
面馍馍，我劝她休息几天，她
说啥也不干。“我休息了，你怎
么开展工作？这会影响我们
的工作进度。”她说。我把自
行车打足气准备出发时，发现
我穿的草鞋绳子断了，鞋后跟
也耷拉下来了。我用手帕兜
住鞋跟，骑上自行车就出发
了。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当火
红的太阳从海平面冉冉升起
时，我听到三婶喊：“小朱，准
备好了没有？我们该出发
了！”看到我后，她从挎包里取
出一个用报纸裹着的东西，然
后递过来。“这是啥呀？”我惊
讶地问。“我连夜给你编了一
双草鞋，你穿上吧！把脚上的
那双旧鞋扔掉吧！”我换上新
草鞋，两眼流出了激动的泪
水。

作为一个北方人，到南方
接兵遇到的第三个难题就是
水土不服，饮食不适。接兵期
间，我们统一在公社食堂就
餐。当地人都吃大米，每天早
餐一份稀饭、一小勺腌制的海
蛎，没有青菜可吃；中午有时
在老乡家吃，还是大米稀饭、
海蛎腌菜；晚上回公社同样吃
稀饭。总之，一天三顿大米稀
饭，吃不到馒头和面条。后
来，还是三婶跟我说：“小朱，
你如果大米吃不习惯，午饭可
以到海边驻军连队吃，他们那
里有面条和馒头，很对你这个
北方人的口味。”我听后欣喜
若狂。后来，我隔三岔五就去
驻军连队吃顿午饭，换换口
味。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克服
了诸多困难，圆满完成了部队
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我穿着
三婶编制的草鞋，带上穿着新
军装的新兵归队了。

芬芳四月天，姹紫嫣红，蜂飞蝶舞，燕子
也喜滋滋地从南方飞回来了。有两只燕子，
好像很钟情我家的小院，直接投奔而来，兴趣
盎然地在院子里盘旋，寻找合适的“宿营地”。

凭经验，我和老伴连忙在房檐犄角旮旯
钉了块小木板，便于它们垒窝。燕子见状，来
来去去几个回合后，其中一只卧在小木板上，
另一只去向不明，大概是去寻找更合适的地
方了吧。这留下的，是封疆大吏，还是压寨夫
人，抑或是无谓的探险者，猜不透。待我午休
起来，只见另一只燕子又飞来了，它们清脆、
细碎地叽喳了几声，就比翼双飞，没了踪影。
傍晚时分，它们双双飞回，在院子上空绕了几
圈后，仍是留下一只，另一只远走高飞。它们
究竟是不是一对夫妻，那块木板明明容得下
它俩，怎么分居了呢？檐下的这只虽显孤独，
总比那只无处藏身的荣幸吧！

第二天清晨，叽叽喳喳的燕鸣吵醒了我，
原来，燕子又成双啦。它们同栖同飞，奔忙了
一阵，低者停在檐下铁丝上，不停地梳理身上
凌乱的羽毛。刚刚还好端端的，眨眼工夫怎么
就成这模样了？无论如何，它现在正精心梳
妆，难道燕子也明白“女为悦己者容”吗？

整整一上午，燕子销声匿迹，小院又恢复
了往日的平静，我顿觉冷冷清清，似有一种失
落在心头。既来之，则安之，燕子干吗选择了
此处，又轻易放弃呢？百思不得其解。我上网
查询后弄清了原委，是它们受到了惊扰。原
来，心地良善的老伴见单卧一只，估计燕子嫌
弃木块小，难容两只共栖，便趁燕子不在时又
将木块加长、加宽，并在下方挂了个收集鸟粪
的纸盒。燕子发现异样，仓惶逃离了“是非之
地”。唉，老伴这是好心办了坏事啊！心爱的
燕子，还能回来跟我们作伴吗？

我在急切的盼望中熬过了两天，始终连
燕子的影子都没看到，甚至连声音也没听到
星点儿。又过了几天，燕子终没回来，是非不
辨的燕子，竟糊里糊涂地离开了。燕子呀，你
们未免太敏感了，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也
不应青红不分、皂白不辨，不能因为自己的主
观臆测错怪好人，轻易改变初衷，放弃好营
地。推心置腹地说，我家老头子纯粹是全心
全意为你们好啊，而你们却将粪盒当成了捕
鸟器具，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你们太
不了解他啦，着实误解了他，错怪了他，冤枉
了他。

其实，人与人之间何尝不是如此。日常
生活中，难免会有类似情况，一叶障目，相信
片面的眼见为实，或者道听途说，自以为是地
断章取义，导致友情破裂、反目成仇，亲情沦
丧、不相往来。主观臆断，处事大敌，必须严
谨提防，彻底摒弃。

立夏后的第三天，难得下了一
场细雨。它既不像春雨无声，又不
像秋雨绵绵，是那种说紧不紧、说
慢不慢，钝刀子割肉的感觉。

早晨起床，我扫了眼桌子上的
台历——2022年5月9日。我放
下最近正在阅读的梁晓声的长篇
小说《人世间》第一卷，想动笔写点
东西。写什么呢？那就来聊一聊
节日吧。

百善孝为先。孝敬老人是民
族美德，是优良传统。传统节日是
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有
助于彰显文化、弘扬正气，留存华
厦民族独特记忆的有效形式。

在我国历史上，“孟母三迁”
“岳母刺字”“陶母退鱼”“欧母画
荻”等故事千古流芳，孟母、岳母、
陶母和欧母被称为“四大贤母”。
她们不仅生育哺养了优秀儿女，更
留下勤劳善良、重视家教的优良家
风。儿童优秀读物脍炙人口的《三
字经》，更是把孟母作为天下贤母
的楷模，“昔孟母，择邻处。子不
学，断机杼”。

为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
化，被炎黄子孙尊称为先贤圣人的
孔子、孟子，古今中外人们用各种
各样的方式纪念他们，都在情理之
中。

节日，分为自然节令与社会纪
念日等。节令指一年四季气候变
化的节点、拐点，“春雨惊春清谷
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
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与文
章中说的节日是两码事，这里的节
日主要是纪念意义的节日。这个
节日是人为因素设立的，主要是提
醒人们重视践行，具有纪念意义。
国内外的节日形形色色、林林总
总，数不胜数。叠加起来，天天过
节日都不够。国际上的节日，如三
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
节等，是为了加强世界各国的合作
与交流，共同遵守国际公约，搞好

“地球村”的有序和保护。
全国55个少数民族，每个少

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别节日。如
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
族的三月节、苗族的山花节、拉祜
族的月亮节……更加丰富了民族
文化，确立了民族团结的自信心，
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于根据当
地的特产特色，自行设立节日来促
进精神和物质交流，那更是五花八
门，像超市里的百货一样，琳琅满
目。如丰收节、苹果节、梨花节、牡
丹节、花椒节、柿子节……简直让
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一年365天，天天都有节日。
我们通过这些节日，互通有无，交
流思想，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上
取得丰硕的成果。

□王明琴

接兵那些事儿
□朱帮义

闲说节日
□秦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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