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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滨湖区人民检察院分别以诈骗罪、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犯罪嫌疑人杨某、莫某依法
提起公诉，等待杨某、莫某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这起诈骗案中，犯罪嫌疑人能够精准实施诈
骗，关键在于提前获取了被害人的基础信息。”滨湖
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郭晓杰说。

这并非滨湖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第一起类似
案件。2022年10月以来，滨湖区人民检察院办理

“以泄露快递信息进行电话问诊诈骗”相关案件3件
17人，1500余人被骗，涉案金额达1200余万元。

目前，这些快递信息究竟是如何泄露的、泄露
源头是谁，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郭晓杰表示，网络购物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提供
个人基础信息。相关监管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督
促网购平台、快递公司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好
个人快递信息，不能任由不法分子贩卖。

郭晓杰说，杨某不仅从上游购买快递信息实施
诈骗，还将买来的快递信息“二次销售”，非法所得
高达10万余元。

办案检察官提醒，购买药品要通过正规医疗机
构，购买保健品则应认准“蓝帽子”标识。选择通过
视频、电话、网站等方式就诊时，应提前核实清楚对
方身份及资质，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的所谓专家电
话问诊，谨防各类连环诈骗。

滨湖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胡颖说，此案中，
受骗老年人出于各种考虑均未选择报警，无形中助
长了犯罪分子的气焰。建议子女给家中老人使用
的手机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并开启来电预警
功能。

警惕一种新型保健品电话销售诈骗——诈骗犯罪嫌疑人冒充正规保健品公司客服、医疗专家，通过
电话为购买过保健品的中老年人诊疗，一番忽悠后高价推销药品。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正在办理的一起案件，揭开了该类诈骗黑色链条。

起底新型保健品
电话销售诈骗

新华社记者 朱国亮

“您好！是徐大爷吗？”
2022年5月，无锡市滨湖区85
岁的徐大爷接到一家保健品销
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
话。因为买过该企业的药酒，效
果还不错，加之对方能报出自己
的姓名、住址，徐大爷便放松了
警惕。

对方主动询问徐大爷使用
药酒效果如何、满意与否，继而
通知徐大爷一个“好消息”：知名
专家“李老师”当天将抽时间给
全国20名患者电话会诊，若徐
大爷同意，她可替徐大爷报名。
徐大爷同意后，对方便告知他，
稍后“李老师”会给徐大爷打电
话。

过了一会儿，“李老师”打来
电话，很热情地关心徐大爷的病
情。一阵“电话会诊”之后，“李
老师”向徐大爷推销三种药，称
可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保证
药到病除。

“我常收看电视台这位中医
专家的节目，一听‘老师’声音很
熟悉也就没有怀疑，最后还价到
2500元成交。药是用货到付款
寄递过来的。”徐大爷说。

几天后，快递寄到，三种药
均用牛皮纸包装，分别是“巴马
汤”“独活寄生合剂”和“六味生
脉片”。按剂量连续服用20多
天，却毫无效果，徐大爷才知道
上当了。

无锡另一位老人刘阿姨也
购买了“李老师”推荐的中医药
包，服用3个月，不但没有效果，
原本好好的右腿反而开始抽筋。

2022 年 8月，公安机关在
办理另外一起诈骗案件时，意外
牵出本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杨
某。杨某到案后，主动交代了购
买快递信息并对老年人实施诈
骗的犯罪事实。

经警方调查，全国有400余
名中老年人遭遇这一骗局，被骗
金额高达100余万元。

近日，滨湖区人民检察院向记者详细披露了杨某团伙
的诈骗伎俩。原来所谓的“健康指导老师”、专家“李老师”
都是诈骗犯罪嫌疑人冒充的，而诈骗所需的“精准信息”均
来自快递信息。

诈骗第一步是筛选诈骗对象。
滨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光辉介绍，杨某先是通过

网络论坛结识上家莫某，从莫某处批量购买各大快递公司
的快递信息上万条，其中包含客户姓名、电话、地址、购买
过的产品名称、金额等信息；然后从中筛选出有心脑血管
症状等慢性疾病，购买过葛洪桂龙药膏、龟蛇养生酒等相
关保健品的中老年人，进而有针对性地诈骗。

“为提高筛选效率，有时我会自掏腰包先购买一单保
健品，记下这款保健品的快递单号、发货人姓名。有了这
两样信息，莫某就能将某段时间内与发货方相关联的所有
快递记录卖给我。”杨某交代。

拿到快递信息，杨某就让业务员打电话给购买过相关
保健品的中老年人，谎称是保健品销售企业的“售后客服”
或“健康指导老师”。他们先问使用产品效果如何、是否满
意，再抛出专家“一对一”问诊机会。如对方答应，就登记
下来。

诈骗第二步是了解对方病情。
王光辉介绍，这一步由专家“李老师”来完成，目的是

在电话问诊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对方病情，为后续诈骗做好
铺垫。

专家“李老师”是由杨某本人模仿的。他先是在网上
找到相关专家的讲课视频，反复观看研究，然后压低音调、
放慢语速进行模仿练习，在电话问诊中可以假乱真。

问诊中，他先假意与客户拉家常，询问产品使用效果，
然后一步步套取对方病情发展情况，后续有的放矢推荐药
品。

诈骗第三步是忽悠客户高价买药。
王光辉告诉记者，这一步还是由专家“李老师”完成，

主要是夸大客户病情，让对方花高价买药。
据杨某交代，在了解病人病情后，他就以专家口吻夸

大病情，告知对方如不及时治疗会更加严重，并举上几个
自己治疗过的案例。待对方信以为真，杨某便抛出治疗方
案：“可开一副针对性中药，同时结合保健品一起服用，效
果更好。”

王光辉介绍，这些中药成本不
过几十元至几百元，杨某要价却高
达2000元至 4000元。如遇还价，
杨某就找理由适当减免，直到对方
能接受。

诈骗完成后，杨某就委托相关
药业公司以货到付款形式代发药
品。收货后，杨某还会对客户回访；
如对方反馈效果不好，会找借口劝
其继续服用。个别“难缠”客户提出
质疑，杨某也会爽快地同意退款。
这也是杨某得以行骗一年多才露出
马脚的原因。

众多中老年人被骗

从快递信息中筛选诈骗对象

网购平台、快递公司
须保护好个人快递信息

警惕“保健品”诈骗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