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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继洋
近日，江西南昌一名六旬

老人沉迷网络彩票软件，被骗
走211万养老钱。老人表示，
刚开始是可以提现的，以为网
站靠谱，陆续投入211万元后，
显示提现失败才意识到被骗，
于是报警，目前已追回部分损
失。另据媒体报道称，北京一
老人，在一家美容院里，充值
上百万，后做过一项护理后患
上接触性皮炎，老太这才意识
到自己被骗。

按理说，老人被骗，更应
该得到同情，奇怪的是，近来
网络上有种奇怪的论调，那就
是老人被骗后，很多人都在嘲
讽老人太蠢，而不是去炮轰骗
子没有道德底线。事实上，类
似的情况也有不少，比如女孩
被强奸责怪女孩没有及时发
现危险并保留证据，再比如女
孩被猥亵发到网上被骂抹黑
母校……

明明是落井下石的二次
伤害，网络舆论却总能站在道
德高地上，以恨铁不成钢的姿
态指指点点，浑然不觉得自己

无形中已经成为了恶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老

去，很多人体力、智力都会逐
渐衰退，直至最终归零。在这
个衰退的过程中，骗局随之出
现。是的，大多数老人看起来

“蠢”，其实并不是单纯地缺乏
防范意识或者贪便宜，而是因
为衰老。

在诸多的骗局中，老人和
孩子是相对容易骗的。如果
骗子可以肆无忌惮，几乎没几
个孩子能逃出骗局。不过，未
成年人是可以被监护的，监护
人可以控制他们的账户，限制
他们出门，或者监护人随行，
给孩子设置无形的保护圈。
老人就不一样了，当他们体
力、智力逐步退化，他们的儿
女显然无法像管教自己的孩
子那样，去控制老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向
老人行骗的人，就知道了操作
的空间——— 他们可以结伙，可
以设计套路，甚至可以成立公
司，以近乎无懈可击的方式让

“孤军作战”的老人进入骗局
之中，其实并不难。明白了这
些道理，也许很多人就不会再
去嘲笑老人太蠢了。

事实上，不少聪明的年轻
人一样会被骗，面对类似“一
周减肥20斤”“如何睡着的时

候学会5千个单词”之类看起
来不符合常识的骗局，他们也
会乖乖给骗子“送钱”，然后自
嘲是交了“智商税”。从某种
意义上说，网络舆论之所以会
不理解甚至嘲讽上当的老年
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变老，
体会不到老人的切肤之痛。

当骗子将“魔爪”伸向老
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
想办法去善待老人、保护老
人，而不是对他们进行二次
伤害，毕竟，总有一天我们也
会老去，也可能面临同样的
情况。现在我们不去设法斩
断骗子的“魔爪”，将来就有
可能成为“魔爪”下新的受害
者。而这，需要的是全社会
对骗子的一致声讨及法律的
全面保护，让骗子成为过街
老鼠。

对于社会个体来说，作为
老人的子女，有必要努力维护
自己在大家庭里的平等话语
权，甚至有时候要突破“以顺
为孝”的底线，“保护”好自己
的父母。此外，其实也可以采
取迂回路线，比如老人迷恋骗
局里的按摩椅，其子女完全可
以从正规途径给老人买套按
摩椅，从而做到“走骗子的路，
让骗子无路可走”……

当骗子将“魔爪”伸向老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想办法去善待老人、保护老人，而不是对他们进行二次伤害，毕竟，总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去，也可能面临同样的情况。现在我们不去设法斩断骗子的“魔爪”，将来就有可能成为“魔爪”下新的受害
者。而这，需要的是全社会对骗子的一致声讨及法律的全面保护，让骗子成为过街老鼠。

坑害老人，网络舆论缘何对骗子宽容？

环卫工人看手机，廉洁记分真稀奇。
不当处罚虽撤销，责任追究要到底。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王继洋

针对“环卫工人上班时间玩手机、买水果被廉洁记分
处罚”一事，7月6日，四川省乐山市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廉洁记分”对环卫工人并不
适用，相关处罚目前已经撤销。据7月7日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