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遇 上门退款”却又被骗交钱
年过七旬 的王老 先生

（化名） 花费 20 万元买保健
品， 却发现并没有销售人员
宣称的效果。 正焦虑没效果
又不能退货时，去年 11 月的
一天上午， 王老先生在家里
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

“国家健康管理中心的工作
人员”，问他是不是买过保健
品。 听到他肯定的回答后，
对方声称老人曾经购买的
那些保健品大部分都没有
任何作用， 国家正在管控查
处这事，他们响应国家政策，
现在要上门给老人退款。 王
老先生一听很欣喜， 于是答
应见面。

之后，“工作人员”就上门
了，声称“领导”正在附近一
家酒店开会， 开车将王老先
生接到那家酒店。 在那里，王

老先生见到了“国家健康管
理中心领导”。“您是不是之
前买过 20 万元的保健品？ ”
“领导”问他，并说出了老人
购买的保健品名称和数量等
信息，随后向他讲解相关“政
策”，承诺退还他购买保健品
的钱款。

“您年纪大，我们优先处
理年纪大的退款。 ”“您购买
的数额比较多， 我们优先处
理 数 额 比 较 多 的 人 的 退
款。 ”“领导”这样对老人说。
“如果您要排到第一拨退款
人员里， 就必须先交纳 3 万
元保证金。 ”“领导”还强调
只能交纳现金。

王老先生着急把买保健
品的钱拿回来， 就同意交保
证金。 不过他表示要和老伴
商量一下。 于是，“工作人员”

开车陪他回家商量。 老伴也
着急拿回买保健品的钱，最
终也同意了。 家里没有那么
多现金， 于是王老先生拿上
银行卡，在对方的陪同下，到
家附近取出 3 万元现金，交
给了“领导”。

而王老先生将保证金交
给对方时，只拿到了一张“国
家健康管理中心某某收到 3
万元”的手写收条，上面也没
有印盖公章。

“几个工作日之后，我
们就会把购买保健品的钱
款退给您。 ”“领导”承诺。
于是王老先生就回家等消
息了。

第二天，他给“工作人员”
打电话，对方却一直关机，根
本打不通。 王老先生方觉被
骗，急忙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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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卖不出去了 销售员开辟新的“发财之路”

老人为退款反遭二次诈骗

被哄骗买了 20 万
元保健品， 老人正焦虑
没效果又不能退时，欣
喜地接到“响应国家政
策上门退款” 的来电，
并被“有关部门工作人
员” 接去办理手续，按
要求交纳 3 万到 5 万
元“保证金”后 ，等来
的却不是退款而是对方

“失联”。 多位购买保
健品的老人近期又遭
遇二次诈骗。

圈套 开辟“发财之路”找老客户再骗一笔
记者了解到，35 岁的犯罪

嫌疑人李某和宋某原来都是
保健品销售员。 据二人称，随
着一些保健品及销售骗局被
曝光， 这些保健品卖不出去
了。 两人陷入了生计困境，为
如何解决收入来源的问题绞
尽脑汁。 他们想到能不能找到
一些客户的联系方式，从之前
买保健品的老人那里再挣一
笔钱。于是，他们设计了“保健
品退款”的圈套，开辟了“发财
之路”。

犯罪嫌疑人宋某在公司
里有一定职务，于是把自己掌
握的大量购买保健品的老年
人的相关信息都提供给了李
某；李某则以此与宋某合伙实

施诈骗。两人将骗得的钱款进
行了分成。

从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2 月间，李某、宋某通过查
找购买保健品的客户信息，将

“曾经大量购买保健品 ”的
“年纪较大” 的客户作为重
点对象。 之后，李某等人给
这些老人们打电话，虚构自
己是“食品药品监督部门”、

“中国健康联盟 ”、“北京健
康中心”等机构的工作人员
的身份，并告知老人们曾购买
的保健品在国家的管控查处
之下，发现无任何作用，目前
有相关政策可以退还购买保
健品的钱款。

随后，犯罪嫌疑人李某假

扮上述机构的工作人员上门，
负责开车将老人接到附近的
酒店，谎称“主任”或什么领导
在该酒店开会，在此接待要退
款的老人。 此时，宋某扮演的

“主任”就出现了，在酒店房间
或者车内， 向老人讲解相关

“政策”，承诺退还老人购买保
健品的钱款，但要求先交纳一
定数额的定金或手续费，并强
调只收现金。

老人同意后，李某会陪同
老人去银行取款，拿到钱后将
老人送回家。 截至案发，犯罪
嫌疑人李某、宋某骗取被害人
钱款共计 20 余万元， 均用于
日常消费及赌博使用。 后李
某、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追问 已经被坑过为何再次被骗
被骗走保证金的不止王

老先生一位。 记者了解到，北
京海淀区检察院现已查实此
案有 5 位老人被骗，还有一些
被害老人被骗的情况正在核
实中，有的老人被骗后并没有
报警。在查实的 5 位被骗老人
中，除了一位 76 岁，其余的都
已是八旬老人，年龄最大的是
一位 82 岁老太太。 这些老人
去见嫌疑人和取钱时，都没有
子女陪同，在嫌疑人一步步诱
导之下，再次上当受骗，都被

“顺利” 骗走了 3 万到 5 万元
的“保证金”。

这些买保健品的老人都
被“坑”过，为何还会这么轻
易信任犯罪嫌疑人， 再次落
入陷阱？ 海淀区检察院检察
官曹瑜、徐慧鑫告诉记者，由
于犯罪嫌疑人事先收集获取
了老人个人及购买保健品的
相关信息， 他们向老人所述
其购买保健品数额与老人实
际购买的基本吻合， 使老人
们放松了警惕，相信了他们。

加上现在很多保健品诈骗事
件已被曝光， 老人们被提醒
要谨慎购买保健品防诈骗，
而犯罪嫌疑人向老人行骗
时， 正是以国家对保健品行
业的管控政策为借口， 老人
们急于拿回之前购买保健品
的钱，便信以为真。

另外，这些被骗者多为高
龄老人，这些老人多与子女分
居， 大多独自生活， 或者与
老伴一起生活，自己缺乏防
范意识，又没有和子女等家
人及时沟通。 当初花钱买
了保健品 ，现在又着急追
回损失 ，所以大意了 。 犯
罪嫌疑人都是使用手机诈
骗，而如果是其所述正规单
位，办事地点应当在办公场
所而非酒店、 汽车内等处，
工作人员使用的是工作电
话而非私人电话， 并可出示
相关证件。这些老人或缺乏相
关常识，或不太注意，于是犯
罪嫌疑人获取了信任，骗走了
钱财。

提醒 检察官教授防骗之策
检察官提醒购买过保健

品的老年人注意，发现自己购
买的保健品涉嫌诈骗、非法经
营、虚假宣传等情况时，应在
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或工商
部门等相关部门反映。

有电话自称相关单位或
组织办理退还购买保健品钱
款时，要先核实负责单位的具
体信息， 及时与家人沟通，避
免二次受骗。

要注意对方的联系方
式、商谈地点、收取费用依据

等问题，比如：对方使用的是
工作电话还是私人电话？ 商
谈地点是办公区域还是非正
式场合？ 对方是否出示工作
证件？ 如果提出收取费用，是
否有合理依据？

发现被骗时，请选择第一
时间报警，注意收集并保存好
转账凭证、犯罪嫌疑人联系方
式等个人信息、车辆信息等相
关证据材料， 提交给司法机
关，以便维权。 ①3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