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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 APP 录个小视频，就能中奖赢红包？

衡阳老人“点点头”：赚了两百块，欠下五万元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对准手机摄像头，点点头、摇摇头，就能免费获赠茶油，
还能赚 200 元红包……本以为“天降好运”，殊不知，一条金额达到 5 万元的欠款短信
彻底“叫醒”了 65 岁的衡阳老人彭友青。赚“200 元红包”，欠“5 万元债务”，这可
不止是彭友青一个人遇上的麻烦。3 月 2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祁东县公安局了
解到，目前当地已有 3 位老人因为被“套路”而报案。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骗局呢？

“每月25日为最后还款

日，您本月应还款 XXXXX

元，最长逾期1天。为免更

多违约，请保证还款账户

余额充足……”近日，家住

衡阳市祁东县新城花园小区

的 65 岁老人彭友青突然收

到一条借贷公司发来的短

信——从没向借贷公司提

供过材料，怎么可能欠钱？

难道是诈骗短信？

不！这次彭友青遇上的

还真不是电信诈骗，而是“被

借钱”了！

3月19日，今日女报 /凤

网记者来到彭友青家里，女

婿王国光向记者讲述了这个

“离奇”的“借钱”故事……

3月10日，彭友青和家

人一起吃午饭时，突然收到

了一条还款短信。大家都以

为是诈骗信息，没有理睬。

谁知，第二天彭友青又收到

了一条同样的信息。

王国光拨通了还款信息

上留下的号码，与接线员仔

细沟通后，他惊奇地发现，

这家借贷公司不仅存有岳父

彭友青的姓名、联系方式、

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甚至

还有完整的银行卡号。

“借贷公司说老人一共

贷了5万元，至于还款短信，

按照公司规定，一般是在成

功贷款后的第15 天才开始

发送。”这就意味着，彭友

青在 2018 年 2月24日就成

功办理了网上贷款。

压根就不懂上网的彭友

青是怎么通过网络借款的

呢？带着疑惑，3月11日，王

国光陪岳父一同去往当地公

安机关报警。结果一到警局

却发现，与彭友青有着同样

遭遇的老人真不少。更巧合

的是，就在警局的报案现场，

彭友青还遇到了“老熟人”。

“那位大爷年纪也不小

了，之前只和岳父见过一面。”

王国光说，他们曾一起带着

手机去“领奖品”，聊了几句，

所以能一眼就认出来。

于是，两位大爷一说，王

国光就明白了——2月24日是

他们免费领奖的时间，正好就

是成功办理贷款的日子！

新闻多一点>>

三种网络诈骗，
中老年人易中招

3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与

大数据研究中心和腾讯社会研究中心的《中

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出炉，在其历时

一年给中老年人的“网络画像”中，中老年

的情感沟通需求最为突出。而最容易让老人

上当的就是三大陷阱：免费红包、手机流量

和优惠打折 / 团购。

中老年人使用网络能力比你想的强
据了解，这个报告是为了研究中老年人

对于互联网的参与和融入状况，中国社会科

学院国情调查与大数据研究中心和腾讯社会

研究中心展开合作，采用焦点组访谈 + 线下

调查 +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对 50 岁以上老年

人完成的。

知识多一点>>

谨防信息泄露，
短信链接悠着“点”

孙金刚（湖南天仁
律师事务所律师）

孙金刚表示，通常需

要市民留下详细个人资料

的“中奖行为”，都是带

有目的性的。比如为了吸

引大家下载某款APP，或

是为了大量收集用户信息

等，方便日后不良商家用

于融资，也有些平台会

涉嫌倒卖个人信息，所以

市民不要贪图小利，轻易

留下个人信息。

此外，各种带链接的

营销短信，则更需要小心

点开了。一般情况下，正

规公司较少使用会破坏

用户体验的群发短信的

形式进行推广。

孙金刚建议，市民

可以把相关促销、贷款、

融资等电话拉入黑名单，

设置让手机拒收这些消

息，如果实在不胜其扰，

市民可要求运营服务商采

取措施，或报警求助。

Tips

4 招可保
个人金融安全

1、为手机安装有效

的安全保护软件，不要

在社交平台上随意接收

别人发来的图片、二维码、

链接和 APP，以防手机

被木马病毒入侵。

2、需要切记银行和

支付平台客服绝不会随意

向用户索取账户密码、短

信校验码，不要向任何

人透露这些资料。

3、要在可靠 wifi网

络环境下进行网上支付，

网购付款时使用正规工

具, 不要随意点击卖家发

来的任何“付款链接”。

4、不要随意丢弃刷

卡签购单、取款凭条、

信用卡对账单等，对写

错、作废的金融业务单

据，应撕碎或用碎纸机

及时销毁，不可随意丢

弃，以防不法分子捡到

后查看、抄录、破译个

人金融信息。

就这样，因为“赚”了

200 元红包，彭友青“欠”

下了5万元债务。

3 月 20 日， 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从祁东县公安局

了解到，警方接到报警后，

立即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并

对 3 位受骗老人做了笔录。

通过调取案发当日的监控视

频以及串并调查，不到一周

时间，警方就抓获了2 名犯

罪嫌疑人，其中就有“帮助”

过彭友青的工作人员。

民警告诉记者，这家名

为“美乐”的农产品销售公

司是伪造的。因嫌犯曾在网

上借贷公司工作，熟悉客户

信息注册到借贷再到还款

的详细过程，故借由产品推

销，在农产品的海报上粘贴

了贷款公司的 APP下载二

维码。

“他们专找年纪大，不

会手机上网的老年人行骗，

一旦有年轻男女扫码后发现

下载的 APP不对，他们就

称二维码制作错误。”也正

因如此，彭友青等老人才能

“顺利”地拿到“幸运奖”。

那么，为何要老人对着

手机摄像头点头、摇头呢？民

警解释，这是客户向网贷公

司借款时，必须履行的身份

验证程序。目前，该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记者也将

持续关注。

多位老人上当，警方抓获嫌疑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奖品，

吸引了这么多老人？

原 来，2 月 24 日上午，

彭友青在路过一家超市门口

时，被聚集在那里的大量路

人吸引。彭友青凑近一看，

才知道是一家名为“美乐”

的农产品销售公司在做年后

促销活动。

“说是为回馈新老客户，

凡是前 10 名扫二维码，留

下姓名、家庭住址与手机号

的人，就能免费领取茶油一

瓶，如果留下银行卡号并录

制一段点头、摇头、眨眼的

视频，还能拿到 200 元的

红包。”王国光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岳父听说送

免费茶油还能拿红包，就有

点动心。

还没决定要不要参与，

彭友青一下子就被一名工作

人员看到并拉住。对方在

彭友青的手机上下载了一个

APP，老人根据对方的提示，

在手机 APP 中填写了自己

的真实信息。之后，为了“赢”

得 200 元红包，他又在对

方的指导下，输入了银行卡

号并进行了实名认证。

“他们说这样绑定就能

顺利收到红包钱。”于是，

彭友青在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对准手机摄像头点头、

摇头、眨眼，完成了所有程

序。

彭友青回忆，工作人员

在进行完这一系列操作后，

随即将APP 卸载并将期间

收到的几条短信一一删除。

待成功拿到茶油准备离开

时，工作人员还提醒他：“近

两天保持通讯畅通，以便公

司人员确认身份，这样才能

拿到红包。”

果然，2 月 24 日当晚，

老人就接到了公司来电，并

按要求确认了身份。几天后，

彭友青收到一条进账消息，

自己的银行卡里还真的多出

了200 元钱。

喜获“幸运奖”，点头眨眼就赚 200 元

莫名欠下5万元，老人报警找原因

彭友青收到的欠款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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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最易因这三点被网络诈骗
调查发现，中老年人上网时的情感和沟

通需求更加突出。中老年人浏览网络内容排

名最靠前的就是心灵鸡汤和幽默段子，分别

有 76.5% 和 72% 的中老年用户浏览了这些

主题。

课题组也对互联网诈骗进行了调研，数

据显示中老年人受骗信息类型排名前三位的

是免费领红包（60.3%）、赠送手机流量（52.3%）

和优惠折扣 / 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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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什么样的中老年人不容易被骗呢？

调查显示，54.4% 的中老年人对互联网持有

开放的认知和态度，而对互联网和智能手机

越认同、对自己能力越自信的中老年人，掌

握的手机功能也越多、行动能力也越强，从

而受骗的可能性更低，网络安全素养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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