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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乔（化名）曾是一家营销机构的文案

写手。她表示，“公司每天开会，都是探讨

中老年群体爱看什么，喜欢什么，如何把社

会热点融入他们喜欢看的内容中去。”由于

中老年人大都有较强的传统观念，因此有

关家风道德、夫妻相处、育儿之道、养生保

健的内容，基本上都能迅速打动他们。

但同质化的话题多了，中老年用户容

易出现内容疲劳。因此，她的团队也开始

将AI、区块链、数字货币、流性疾病、国外

政要的相关内容，融入到养生保健、道德伦

理等内容中。

“时政热点也是老年人热衷的话题。”

李乔表示，中老年人都比较关心国家大事、

国际政局，尤其那些极富民族情绪的热点

话题，只要煽情、热血一些，把时政热点夸

张、编撰后，就能轻松造就十万+。“有时同

事们还会想办法加入到一些中老年人聚集

的养生群、旅游群中，通过群发方式分享相

关视频和推文。”

谁炮制了老人
爱转的内容

固执的老人更易上当受骗

72岁老太跟“老师”
炒股痛失42.5万

原来一个炒股群20多人，除了老人其
他全是骗子和“托”

近日，浙江杭州拱墅警方通

报一起案件。72岁老太跟着“老

师”炒股，进群免费听课，还经常

有股票推荐，让老人一个月痛失

42.5万元。交易平台被关闭后，

“老师”和“好友”都联系不上。原

来一个炒股群20多人，除了老人

其他全是骗子和“托”。

群里全是骗子和“托”

李老太今年72岁，最大的爱

好是炒股。5月3日晚上，她浏览

电脑时看到一条推荐股票的广告

推送，还说可以提高新股中签率，

因为好奇，她就通过扫二维码加

了微信好友，对方自称方老师。

方老师介绍了自己的助理小

江联系李老太。小江不断给老人

发来名为公开课的链接，让她通

过直播间免费观看炒股教学视

频。几次课下来后，小江还邀请

李老太进了一个微信群，群里不

仅听课免费，连推荐股票也免费，

里面除了小江、方老师还有不少

和李老太一样玩股票的朋友。后

来，李老太才知道，群里的人除了

自己，全都是骗子和“托”。

42.5万元打水漂

李老太和大部分“股友”一

样，下载了某投资APP，并投资了

20万元购买推荐的股票，但没几

天就亏得只剩 4万多元，她告诉

小江自己怕了，不想做了。

小江告诉李老太，因为她是

方老师介绍的，在该平台拥有专

用席位，有优先申购权，可以纯资

金申购新股，并保证替她补回亏

损。李老太就又投了11万元，并

先后中了三支新股。

李老太很开心，但小江告知

需要缴纳 11.5万元的验资费，否

则会被取消购买资格。李老太转

了验资费，但之后她发现交易平

台打不开，小江和方老师联系不

上，连群里的好友也无法联系

了。这时李老太才意识到被骗，

赶紧报警。

目前，6 名犯罪嫌疑人均已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常见股票类诈骗套路

套路一：“老师”通过语音讲

课、推荐股票、让业务员发布“老

师”推荐的股票挣钱的虚假消息

的截图……让受害人充分相信他

们群里推荐股票的老师是所谓的

专家，引导受害人，“想多挣钱，你

得下载我们的APP。”

套路二：骗子推荐的APP在

普通应用商店里找不到，来自他

们发给客户的链接或者二维码。

套路三：下载以后会引导顾

客在 APP 里注册自己的资金账

户，填写个人信息。开设好账户

以后再绑定银行卡，然后再让受

害人使用APP进行充值。

套路四：如何让受害人自愿

充值呢？先是让受害人小赚一

笔，下大单之后通过后台操作迅

速将受害人充值资金赔光，让受

害人误以为是自己操作不当所以

赔钱。

（来源：《中国基金报》

作者：泰勒）

许多年轻人屏蔽长辈的朋友圈
及家庭群，不是不想和长辈交流，而
是家庭群里长期占据着大量土味视
频和鸡汤文：“震惊了！老年人、年
轻人都应该看。”“刚刚！不转的不
是中国人……”

广州市李女士的父亲在社区老年活动

群里添加了一位自称“老医生”的人为好

友。父亲还花了 800元，向对方购买了一

套号称纯植物配方的三无染发剂。李女士

发现，这位自称“老医生”的群友，每天都在

群里发布大量的土味视频或推文，大部分

内容都与中老年人健康养生有关。

“发视频和推文只是引子，为的是让中

老年用户关注对方，有的是推销保健品，有

的推介医疗、保健机构，有的是卖中老年学

习课程。”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一些

保健品微商、医疗保健机构开始从线下转

到线上，并通过大量炮制的时政视频、养生

推文，赢取中老年用户的信任，借此大发

“银发经济”的横财。

（来源：《老年日报》）

保健用品藏身内容背后

深圳的贺女士很反感母亲每天都往家

庭群里转发大量营销味道浓厚的土味视

频。“除了几则煞有其事的时政解说视频，

账号里还有大量的广告。”贺女士表示，广

告推荐的商品大多是中老年保健品和衣帽

鞋袜。母亲也承认，偶尔看一看内容中的

广告链接。

从事营销工作的小马说，他和团队每

天都会策划、制作土味推文，目的就是为了

吸引中老年用户分享、转发，通过流量赚取

广告分账，“只要有流量，有用户点击，就会

有广告分账。”每则看似土得掉渣却经过精

心策划的土味推文，都会含有三四则营销

广告内容，以图片形式安插在推文中间。

点击加转发，机构赚分账

长辈的喜好，这些人最懂

近年来，警方通过多种渠道

持续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但为

什么仍有不少老年人被骗？

拒接劝阻员电话被骗
转账

日前，北京海淀反诈中心接

到市反诈中心预警推送，劝阻员

小张立刻联系被骗的老人，发现

其手机被呼叫转移，遂立即向市

反诈中心申请解除呼转。但之

后，老人仍不接反诈中心的电

话，不回复劝阻短信。

劝阻员通过派出所联系上

老人的女婿沟通后，女婿让老人

接了电话。

经过一番劝阻，老人才告

知，她接到自称是“疾控中心”人

员的电话，对方说她发布了诬蔑

防疫工作的信息，可能是别人冒

用其身份。随即，老人的电话被

“转接”到“某公安分局”。“警察”

称，老人不配合调查就抓捕她。

老人便按要求去银行办U盾，结

果卡内存款都被对方远程转走

了。

老人为何被深度“洗脑”
警官综合分析被骗老人的

情况，认为有四点原因：

被骗子吓坏了。骗子告知

老人涉嫌重罪，但表示相信老人

是被他人冒用身份，会还其清

白。

被骗子蒙住。骗子强调这

是“保密专案”，不能跟任何人透

露消息。

老人性格过于自信。有的

被害人很独立，甚至有些是高

管、高知人士。但他们过于骄傲

自信，认为没必要看防诈宣传和

提示，也不听从亲友的劝告。还

有的虽然也信反诈民警的话，但

就是不能接受自己判断有误，感

觉没面子。

老人与家人缺乏沟通。有

的是夫妻感情不和，没有家庭温

暖，形成了自己干事自己做主的

习惯，不与家人沟通商量。

（来源：《老年生活报》

作者：林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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