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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 老学堂

鲜资讯

刷单点赞能挣钱？小心碰到“杀鸟盘”
反诈警官提示：别掉进骗子的话术陷阱

“猪”还没杀完，又盯上“鸟”了

对于大部分中老年朋友来说，“杀鸟盘”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
汇。“杀鸟盘”是一种新型网络诈骗，骗子会告诉你：在家点点赞、玩玩游
戏，就能轻松挣钱，拉上自己的亲戚朋友入伙，还能得到高额佣金。

本期“骗局破拆机”，辽沈晚报记者邀请到了沈阳市公安局反诈支
队警官王峰，为中老年读者朋友们破拆这种诈骗的玄机。并提醒中老
年读者，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一定要提高警惕，具备反诈意识。

“杀鸟盘”诈骗取“笼中鸟”之意，其诈骗对象多
为无稳定工作、收入不高、长期生活在家中或相对封
闭空间的人员。这也适用于中老年朋友，同样需要
提高警惕。用骗子的说法是，通过买饵料、挂鸟网、
喂鸟、醉鸟等一系列前期铺垫，最后实现“杀鸟”的目
的。

王峰警官向记者介绍了一个最近发生的案例。
沈阳市民老刘一家三代人住在一起。孙女小刘刚毕
业还没有找到工作，每天总是在家里玩手机。让老
刘没有想到的是，孙女竟然被骗了3000块钱，因为
不敢和父母说，最后只能向爷爷要钱。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小刘在微信群里看到了
一条刷单兼职的信息，心想一来可以给自己找点事
情做，二来也是想多赚点零花钱，于是抱着试一试的
想法添加了对方的微信。

对方告诉小刘每刷一单可获得佣金，完成一单
后本金退回，然后对方通过微信给她发了一个二维
码，让她先尝试一次刷单。小刘通过扫码支付100
元后，对方通过转账返款110元。小刘一看果真能
赚到钱便准备加大投入。

随后，小刘又通过微信向对方支付了500元，而
这时，对方以她支付有误、系统故障、订单任务未完
成等理由拒绝返还佣金和本金，并要求其继续刷单
转账。而此时，涉世未深的小刘并没有选择向亲友
求助，而是一次次地任由骗子摆布，直到3000元钱
血本无归，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诈骗，只好找爷爷要
钱。

王峰警官强调说，不要“贪图小便宜”，也不要有
“轻轻松松赚大钱”的心理。网络刷单本身就是一种
违法行为，遭遇疑似刷单诈骗要立刻报警。

这些套路虽然看起来漏洞百出，
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明明
察觉到了对方的异常，为什么还要继
续掏钱？王峰介绍说，这源于骗子对
诈骗话术和剧本的精心设计，同时，
他们对受害人的心理进行了大量研
究，预想了各种突发情况下的应对方
式。

其中，仅仅“刷单客服”的诈骗话
术就包括访客问答、冻结应答等各个
方面，预想了交流时可能出现的各种
状况，受害人一旦入套就很难逃脱他
们的控制。

所有的“馅饼”背后，都标上了价

格。受害人以为自己在刷单赚钱，其
实是掉入了诈骗陷阱。骗子会以操
作失误、卡号输错等理由让受害人继
续转账以“赎回”前面投入的资金，甚
至引导受害人去网贷借钱。

很多受骗者对骗子产生初始信
任，是源于诈骗分子提供了可以获得

“金钱报酬”的信息，使受骗者处于异
常的心理状态中，其决策和判断往往
就呈现出简单化的特征，直接选择相
信骗子。当受骗者得到小额的回报
之后，与诈骗分子建立的初始信任，
变成了深度信任，对骗子开始言听计
从，进而掉入更大的陷阱中。

返现小甜头
只是骗子在“喂鸟”

在“信任”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全国有1.07亿老年人持有商业保险保单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近年
来，银保监会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支
持，鼓励保险机构发展各类老年人保险产
品，丰富老年人可选择的商业保险品种，
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
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保险机构
已上线25款投保年龄超过70岁的费率可

调长期医疗险产品。
同时，银保监会引导保险业在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开相关产品投保年
龄和续保年龄上限。目前可供老年人选
择的产品超过1000个，基本涵盖了老年人
最为关注的疾病险、医疗险、意外险、养老
险等产品。截至目前，全国有1.07亿60岁
及以上老年人持有商业保险保单。

为推动新时代老年人文化教育
工作，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
化的阅读需求，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中国出版协
会近日发出通知，启动“2021年向全
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活动”。

通知要求，出版单位申报的出版
物内容可涉及老年人生活的医、食、
住、用、行、娱等方面，形式上应便于
老年人阅读，鼓励大字号本及配有音
视频的图书参与申报。申报出版物
应贴近老年人生活，符合老年人阅读

特点和需求，有
利于引导老年
人树立积极老
龄观，有利于倡导老年人终身学习、
奉献社会、自尊自爱的时代风尚。

据了解，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
协会、中国出版协会将组织专家对申
报出版物进行评审，入选出版物将在
业内网站及各媒体平台公布，并适时
向全国老年人及老年社会组织集中
推荐，以及组织开展各类主题阅读活
动。

这些天，又到了发放高龄老人生
活津贴的时候，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曙光街道师大东电社区网格长孟鑫挨
家挨户上门为老年人线上申请，填写
资料、核对信息、拍照上传。“原来都得
亲自去社区，现在能直接用手机操作，
还有网格长帮忙。”92岁的老人马红英
说。

近年来，长春市南关区打造“互
联网+”居家养老模式，依托户籍系
统，设计研发了线上信息平台，老人

通过线上填写个人信息，由平台进
行审核。“这套系统实现了高龄老人
申请生活津贴从‘最多跑一次’到‘零
次跑’的转变。”长春市南关区民政局
社会福利科科长周卫国说。

“原来经常看到老人来社区领津
贴，平台运营后，他们再也不用亲自过
来了。”长春市南关区曙光街道师大东
电社区党委书记宿丽说。同时，这套服
务平台还能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定制式
上门服务。

山东：集中供养特困老人——愿进全进

日前，记者从山东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山东将
从 特 困 老 年 人 供 养 服

务、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托养服
务、留守老年人巡访关爱及城乡居
民长期护理保险等五方面入手，完
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在完善特困老年人供养服务制
度方面，山东将确保有集中供养意
愿的特困老年人实现应养尽养、愿
进全进；在落实经济困难老年人补

贴制度方面，将确保规范、及时、足
额发放。

此外，山东还将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对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经济困
难重度失能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无偿或
低收费托养服务；健全留守老年人
巡访关爱制度，逐一明确帮包责任
人，落实关爱服务措施；加快推进
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要求
全省 16 市在 2025 年底前全面建立
制度。 本栏目稿件均据新华社

欢迎扫码进群
参加活动

长春：生活津贴发放“零次跑”

第一步

第二步

返还佣金、本金，获取
受害人信任。在受害人第
一次刷单成功后，骗子会将
佣金和本金一并返还，从而
获得受害人信任，诱骗受害
人进一步加大投入。

第三步
诱骗受害人继续刷单，

实施诈骗。骗子以支付有
误、系统故障或不刷单就不
退钱为由拒绝返还佣金和
本金，并要求受害人继续刷
单转账，直到受害人醒悟，
意识到被骗为止。

辽沈晚报记者 王冠楠

我国开展向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活动

破拆机骗局

发布虚假的刷单兼
职信息，等待“鸟儿”上
钩。骗子会在微信群、
QQ 群等社交平台发布
虚假的刷单兼职信息，
再配以高额回报、返还
本金等诱人的条件，引
诱受害人上钩。

骗术
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