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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诈骗老人“产业化”趋势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963 人开展
的一项调查显示，63 . 4% 的受访
者家中曾有老人被骗，74 . 6% 的
受访者觉得老年人最常被养生
保健类骗局所迷惑。( 8 月 1 日

《中国青年报》)
6 成以上家庭的老人曾经

被骗，说明针对老人的骗子太多
了。而值得警惕的是，“骗老人”
已经出现了产业化的势头，有些
企业的目标客户群完全是老年
人，比如目前遍布各地的老年保
健品公司。这两年，一些传销组
织、非法集资团伙也盯上了老年
人。近日还有报道说，2015 年以

来，北京市数十位老人陆续遭遇
“以房养老”骗局，一些人以高息
诱饵忽悠老人将房产抵押借款，
然后经过一系列运作，老人的房
产就归了骗子。

一方面，老人是相对比较容
易被骗的群体，另一方面，不断
发明创新升级的“骗老术”，技术
含量似乎也在提高。各种得到精
致包装、外表高大上的噱头，忽
悠起老人来往往屡试不爽。而在
最近被发现的以房养老”骗局中
又发现，诈骗团伙骗房产居然得
到了公证部门甚至法院的“配
合”，结果是，骗子们最后拿着公
证委托书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老

人房产。这都说明，“骗老人”这
一行不但正在走向产业化，而且
出现了高智商式欺骗。

这充分暴露了一些执法部
门不作为，甚至助纣为虐。以“老
年保健品”来说，已经发生过很
多倾家荡产甚至老人自杀的事
件。很多保健品公司的销售手
段，都存在明显的违法之处，一
个是虚假宣传，无不是说它们的
保健品包治百病；再就是价格欺
诈，几十元的东西卖到几千元甚
至上万。即便是明码标价了，但
却是以欺骗手段忽悠老人相信

“物有所值”。有些保健品公司还
涉嫌传销、非法集资。让人困惑

的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很少
干预“骗老人产业”。

我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
正在面对诸多养老问题之时，

“骗老产业化”的问题如得到不
重视和有效解决，给社会造成的
麻烦，恐怕要比养老问题更加严
峻。当前快节奏、高速发展的社
会背景下，老人群体确实面临很
多困境，这也是“骗老人产业”得
以生成的重要原因，但解决这种
问题恐怕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
过程中，我们必须从立法、执法
和社会综合治理上打击、防范。

6 成以上家庭老人曾被骗，
且不断发生老人因被骗而自杀
的情况下，若再不能引起对“骗
老人产业”的重视，我们将来恐
怕是要自责的。 马涤明

一方面，老人是相对比较容易被骗的群体，另一方面，不断发明
创新升级的“骗老术”，技术含量似乎也在提高。头条评论

不让男童进女更衣室，对孩子也是种保护
近日，浙江一位妈妈带着 4 岁儿子进女更衣室，在女更衣室里，

管理员阿姨坚决不让男孩在里面换衣服。这位妈妈觉得小孩只有 4
岁，如果不带在身边会不安全，因此，这位妈妈很是委屈。对此，您怎
么看?

下期话题预告

近日，国务院印发文件，指出公立医院
可以在核定的薪酬总量内进行自主分配，
体现岗位差异，做到多劳多得，医院还可以
探索实行目标年薪制和协议薪酬。一时间，
关于医生到底该不该拿年薪，引发了舆论
场的讨论。来稿请发:sdjbrmpl@163 .com

你赞成医生拿高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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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就怕认真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出台
新规，对于学业太差的本科学
生，提供了除拿肄业证之外的
第二条出路——— 降级读专科。
中国的高等院校，一向是严进
宽出，很多学生经过多年的苦
读，就是为了考大学，进名校。
而一旦迈进大学的校门，就开
始放松自己，厌学，逃课成为
家常便饭。但即便如此，也鲜
少有人领不到毕业证。我大学
一个邻班的同学，一年只露两
次面，参加期末考试，这样也
没影响他毕业。华中科技大学
的规定，如果能得到认真执
行，对于此类学生，既是一种
督促，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据报道，菲律宾劳动就业
部 7 月 3 0 日发布一份报告
称，中国打算聘请菲律宾家政
服务人员前往中国 5 个大城
市就业，并承诺给予 1 . 3 万元
月薪。干菲佣活的人，我们称
之为保姆。近年来，保姆的工
资一路水涨船高，但服务质量
却未见多大提升，甚至还发生
了保姆放火烧死一家四口的
极端事件。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菲佣被称为“世界上最专
业的保姆”，不但精通插花、清
洁、烹饪等基本家政服务，还
掌握了各种急救知识，有的还
专门学习了心理学。尽管她们
对薪酬的要求很高，并且初期
数量也不会很多，但可以想
象，会对中国的家政业带来冲
击，促使从业者们认真思考。

停车难现在已经不独是
大城市病，而是全国性的难
题。“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的院
门打开，让社会车辆自由免费
在院内停放；县城所有停车场
实现免费开放；马路牙子全部
抹平，方便居民、游客路边停
车。”河北正定县的这“三把
火”，“烧”掉了停车难的问题。
由此可见，只要认真应对，停
车的空间还是可以像海绵里
的水一样挤出来的。

凡事就怕认真。一旦认真
起来，滥竽充数者将无容身之
地，干事创业者则会有更大的
空间来成就自己，回馈社会。

狄凯

尊重别人是起码的礼仪

孙洁：男孩再小，也是男性，
会让裸露身体的成年女性感到
尴尬、不快，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对于别人发乎本能的感受，任何
人都应予以尊重，这是起码的礼
仪。“孩子还小”，这只是作为母
亲单方面的考虑，不应成为带男
孩进女更衣室的借口。易地而
处，这位母亲也未必喜欢别的男
孩在自己更衣时闯入。正所谓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管理员
阿姨的举动，倒是给母子二人上
了一堂礼仪课。

性保护意识应从娃娃培养

李世荣：对男童来说，这其
实是个性保护的问题，在这么多
女性面前脱光衣服既有伤大雅，
又使自己在生理上、心理上处于
一种很可能受到性骚扰、性伤害
的境地，比如，如果此时有人逗
他怎么跑到女更衣室来，怎么好
意思在这么多女人面前脱得光
溜溜的，就很可能在孩子心灵留
下某种阴影。因此，笔者以为，作
为家长应该从小就培养孩子的
性保护意识，一方面让孩子知道
男女有别，树立性意识；一方面

要告诉孩子哪些东西是不能让
人看、让人摸的，如果有人这样
做就是非礼，必须告诉家长、老
师，这样就可以帮助孩子保护好
自己了。

张全林：有心理研究指出，
3 岁的孩子已能意识到男女有
别，过早接触其他异性身体，会
让孩子产生性别茫然，激发好
奇心，甚至影响孩子性格正常
发展，导致性早熟。对孩子性教
育尽管有必要性，但这种观察
应该限于家庭成员之间，不宜
扩而大之。其实，避免出现这类
尴尬并不难，为了解决带异性
孩子上厕所难题，有的城市早
已设立“第三卫生间”。更衣室
之类，亦不妨打上隔断遮目，既
为市民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不
了多少成本。性别意识培养，有
必要从娃娃抓起。

张贵峰：面对“父母带异性
孩子进更衣室”现象，更应该关
注、警惕的，不应该是成年人自
身的尴尬，而是孩子们的尴尬，
既是他们的权益、成长可能因此
受伤害的尴尬，也是我们成年人
没能充分善待孩子们权益、为他
们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其健康成
长环境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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