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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热点 A05

昨日，记者接到一位83岁老人的投诉，说他的
儿子和媳妇不孝顺，每天都收走老人口袋里的整
钱，只给老人留些零花钱。记者调查后发现原来另
有缘由,老人曾经被以安装磁疗过滤器为由骗了
300元，儿子和媳妇怕老人再次被卖假药或假医疗
器械的骗子骗钱，才不得不做出“不孝”的事情。

免费为名敲开家门
没有和儿女们住在一起，83岁的李大爷老

两口住在棉纺路一个位置较偏的小区。一天上
午家里只有李大爷一人，有人敲门。李大爷打开
一看，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身后还有一个小
伙子。“爷爷，你好，我们是免费为老同志、老干部
服务的，来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情况。”没等老李开
口，姑娘自我介绍道。一听是为老同志免费服务
的，李大爷就让姑娘和小伙子进了家门。

大家的话题慢慢转到了医学问题。“爷爷，
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病？很重要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饮水有问题。”姑娘侃侃
而谈，李大爷听得连连点头。

过滤器安上不免费了
讲到此，姑娘顺水推舟地说，公司现在有

一款磁疗过滤器，是高科技产品，可以调整水
的成分，对身体大有好处。

李大爷心被说动了，同意把过滤器安上，
看看效果。安装完后，姑娘的话立马转换，称
这款新产品在市场上要卖几千元的，打折只要
1000元就可以了。李大爷有了怀疑，说好是免
费的，为什么又要钱了？姑娘哭着说：“我们都
是刚毕业的学生，公司规定必须要一些成本
价，您要是不给钱，我们可就要自己掏钱了，我
们现在连吃饭都很难。”

面对姑娘的哭诉，李大爷心软了，觉得姑
娘和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但家里没有那么多
钱，只有 300 元，开始时姑娘和小伙子还不愿
意，让李大爷出去借钱，看李大爷不愿去，两个
年轻人才拿着300元钱抱怨着离开了。

300元过滤器一天就坏
300 元钱的一个高科技“过滤器”，老两口

用得很小心，但仅一天后，过滤器就掉下来了，
连水龙头也弄坏了。后来李大爷得知，所住的
小区还有一对老两口也安了过滤器，被骗走了
2600元，这老两口的儿子拿着过滤过的水去检
验，发现和普通自来水没有区别。

李大爷的儿子和媳妇发现水龙头坏了
后，一问才知道缘由，为怕老人再次受骗，不
得不每天都收走老人口袋里的整钱，只留些
零花钱。

偏执老太16万元买了一屋子假货
本报曝光过的价值200元的饮水机，老人5600元买下，家里堆满了假器具和假药
医生称老人已患上老年期偏执症，特征是过度关注身体健康、不加分析地买药具

今天先“晒”一种骗子——免费推销磁疗过滤器，更多招数等大家来揭发

昨日上午，市民耿女士
来电称，她母亲李女士是位
退休老人，几年来常被上门
和街头推销的骗子所骗，可
她屡骗屡买，痴心不改，花掉
了所有的 16 万元积蓄，家人
怎么劝都不听。现在，家里
堆满了好多假器具和假药等
产品，都不能使用，尤其是心
脏病药，吃过后心脏病更严
重了。这几天她又被上门办
理话费业务的人骗了，家人
非常苦恼。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老人家里堆满被骗的物品

记者随后和耿女士一起赶到了她妈妈李老
太太的住所，一进老人的家中，就发现屋内果然
堆满了各种器物，有假按摩器、假护心慈、假化
妆品、假肥皂、假保健品、假煤气灶、假表、假心
脏病药、假医疗器械等。如耿女士所言，老人一
见记者，她以为又是上门卖给她治病药物的人，
老人家热情起来，让记者坐下来。“你不要问她
买东西上当的事，她一听就生气，咱们当儿女
的，可不能让老人不高兴。”耿女士提醒记者。
随后，耿女士拿出一个手写的免费单。“我妈 5
天前又上当了，当时一名自称电信部门办 IP 卡
业务的男子，称交 300 元就可以当 540 元用，交
一次免终身座机费。那人还对我妈说，3 天内
给她送个最新的电话机，免费的。我妈就给对
方 300元，可等到今天，5天了，还音讯皆无。我
到百花路上的电信部门询问，结果根本没有这
回事，我妈又上当了。”

骗子骗出老人的联系方式

说起妈妈几年来连续被骗的事，耿女士直
摇头。“最早的一次是 19 年前，那时，三个人当
托，用一块假金表，说当日卖 2 万元，第二天就
可卖 8 万元，那时凑不够 2 万元，我哥哥出了事
被人家赔的 3500 元，妈妈也要走。买到假金表
后，她才知道上当。那时俺家吃饭都困难了，常
在街上拾废品，卖一毛一毛地维持全家的生活，
苦苦过了 3 年。但是从 15 年前开始，她又开始
相信骗子。晚报上曝光过的那个‘神水’饮水
机，市场价值 200 元，我妈以 5600 元买下，真比
传销还厉害。”耿女士说，她妈妈就是常听信那
些到社区免费检查的骗子们的谎言，去检查时，
把她的联系方式留下。这些骗子目的就是要老
人的电话和住址，他们趁着晚上去老人家里，见
儿女不和老人住的，一骗一个准。“我妈所有的
积蓄 16 万元，都被骗光了。买的治心脏病药，
越吃病越厉害。”耿女士生气地说。

医生称老人已患上老年期偏执症

记者让耿女士带老人到心理医生那里咨询，
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心理科主任李平安了解情
况后介绍，李老太太经常受骗的心态，其实已是严
重的心理疾病。李老太太的行为，可代表一部分
老年人，他们过度关注自己身体健康，不加分析地
买药具。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外界适应能
力减弱，易引起他们独特的心理变化（即称老小
孩），像李老太太这种比较严重的心理疾病，称为

“偏执型人格障碍”，也就是老年期偏执症。
李大夫称，这些心理疾病的治疗，主要是通

过家庭疗法，即“认知领悟疗法”，做儿女的每隔
一段时间，要带老人去医院，做做身体检查，让老
人知道他们身体其实没什么病或哪里有病，同
时，告诉他们有病去医院，不要在街头买药，更不
能把保健品当药吃。同时，做儿女的多和老人住
在一起，发现有骗子上门推销，就把他们劝走或
揭穿他们骗人的把戏。

公园、广场健康小报发个不停
昨天早上，记者对部分社区和老年人晨

练比较集中的公园、广场进行调查时发现，义
诊推销、免费赠药的不时出现，散发健康小报
的人员更是穿梭不停，还存在以为老年人免费
体检、赠药、看病为由卖药、卖保健品及医疗器
械的现象。

在紫荆山公园，记者收到了一份健康小
报，内容涉及抗癌药品和负离子灯，推销人员
向记者大肆吹嘘起了负离子灯的好处，称可以
改善空气、防病治病。

经调查，老年人早晨散步几乎都接到
过这种健康小报，上边刊载治疗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特效药，
虽然怀疑上面宣传的神奇疗效，但还是有
不少人想试一试。如果老年人到指定的地

点免费检查身体后，就会查出有各种病，
服用了检查人员推荐的保健药就能痊愈。

“特效药”多为粮食造
在碧沙岗公园晨练的王大妈说，两个月

前有人向她推销治糖尿病的特效药，她当即
推说身上没有带钱，但推销人员还是热情地
介绍起疗效，还表示没钱也可以免费试用。
王大妈架不住那人的热心，答应试用药品，如
今 800 多元的特效药都吃完了，糖尿病没有
一点好转。

在绿城广场晨练的张大爷则向记者透露，
这些在广场上推销的所谓的保健药不少都是
粮食做的。“有个老太太的儿子卖保健药，老太
太劝了多次他都不听，儿子还振振有词地说，
保健药是用面粉和蜂蜜做出来的，不会吃死

人。”张大爷介绍说，制作“特效药”五谷杂粮都
能用上，只要把高粱面、玉米面、淀粉、糯米粉
炒熟和蜂蜜混合，然后灌成胶囊就成了保健
药，而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有时还需添
加化学物品工业色素。

市民如何辨别假药
“夸大宣传可以向工商部门反映，虚假宣

传保健品卫生局可以管，冒用国药准字号标
示的药监局就能查处。”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工作人员陈女士说，处方药只能在专
业的书刊杂志内宣传，非处方药需要经过审
批才能进行广告宣传，希望市民小心辨别药
品种类。

晚报记者 汪永森 董洪刚 李丽君
实习生 陈炜 陈栋 何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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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广场健康小报
追着忽悠晨练老人

征集被骗故事防骗招数 给更多老人提个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