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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水水稻稻不不为为卖卖大大米米，，只只为为骗骗钱钱
济南一公司谎称投资大米生意，几位老教授或被骗600多万

全省查出44公斤

“天和隆”假牛肉干

本报济南12月7日讯（记者
李钢） 本报10月17日-19日连
续报道了“天和隆”牛肉干掺杂
掺假事件，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
视。省食药监局立即在全省发起
了假劣牛肉干专项检查。12月7
日，省食药监局再次发布警示信
息，要求停止销售和食用广西百
色隆林森望食品厂生产的“天和
隆”牛肉干。据悉，专项检查以
来，我省共查扣“天和隆”牛肉
干、牛肉粒44 . 405千克。

今年6月起，济宁职业打假
人王杰发现商超里在售的“天和
隆”牌牛肉干和牛肉粒售价明显
低于市场价。在怀疑牛肉干造假
后，他先后从邹城市百货大楼、济
宁市联华超市昌盛店以及嘉祥华
联超市，采购了10万元的该品牌
牛肉干和牛肉粒。随后向监管部
门进行举报。经检验机构检验证
实，该牛肉干中不含有牛肉成分，
全部是猪肉冒充的假牛肉干。

本报10月17日-19日对该事
件进行连续报道，这也引起了监
管部门的高度重视。省食药监局
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假劣
牛肉干专项检查工作，要求各市
对牛肉干、牛肉粒销售场所，特别
是农村市场、批发市场、小食品店
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检查明显低
于市场正常价格的该类食品。

截至目前，全省共检查食品
经营者 31536户次，查扣“天和
隆”牛肉干、牛肉粒44 . 405千克，
共计5686 . 6元。济南天和隆糖酒
茶副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曾表
示，牛肉干和牛肉粒一年的销售
额很低，因此没有花钱进济南各
大型超市,只在周边城市的一些
商场、超市销售。

12月7日，省食药监局再次
发布警示信息表示，山东济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广西百
色隆林森望食品厂生产的“天和
隆”牛肉干涉嫌掺杂掺假，经检
验机构检验证实，该牛肉干中不
含有牛肉成分。

山东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机关正在全省开展专项检
查行动。在此要求食品经营者立
即停止销售该食品并采取召回
措施；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
购买食用该食品，如有发现，请
及时拨打12331进行投诉举报。

“天和隆”假牛肉干

这家公司共经营了一年
半，便吸引了三百多位老年
人，涉案金额达千万元之多。

“有的老人投资了有一百多万
元，都不敢告诉孩子，甚至都
不想报案。”李女士介绍，投资
最多的是省城某高校的几位
老教授，“几个人加起来得六
百多万元。”

李女士等受害者马上报
案，之后的调查中李女士发现，
济南民乐投资管理中心的法人
与担保方山东守义实业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均为何守
义。“后来民乐改名叫山东守义
实业有限公司了”。

通过查阅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发现，济南民乐
投资管理中心经营范围为以
自有资产投资及投资咨询（不
含证券、期货咨询）；企业形象
策划；市场营销策划。而山东
守义实业公司起初经营范围
为企业自有资产投资，非融资
性担保业务，物业管理等。两

个公司都没有开展融资性担
保业务的资质。

而李女士表示，曾有投资
者前往黑龙江五常考察过公
司的大米加工厂。而公司之前
所称的上千亩实际上只有不
过百十亩地。并且为数不多的
水稻种植地的所有权并不是
公司的，只是跟农民签了收购
的合同。而所谓的大米加工基
地，也不过是一般的大米加工
作坊而已。

济南市市中区公安分局
介绍，今年6月，魏家庄派出所
已经立案。经查证，公司涉嫌
非法集资性诈骗。目前，案件
仍在进一步侦查阶段。李女士
告诉记者，其间，受害者曾派
出代表与公司法人何守义进
行谈判。“当时他答应每个月
偿还15%的投资本金，到今年
12月底还清大家的钱。但现在
半年了，我们一个子也没见
到。”更要命的是，受害者现在
已无法联系到何守义本人了。

先投5万拿回本利

再投4万遭遇跑路

61岁的李女士退休已有十
年，家里条件还不错的她平时
喜欢投资。2013年12月，在济南
万达广场，李女士接到了一张
传单。“传单上是一款稻米理财
产品的信息，让我了解一下，可
以赠送一斤大米。”

李女士得知，这家名为济
南民乐投资管理中心的公司在
融资做稻米加工和销售的业
务。“他们说生产的产品非常
好，且销量大、利润高、风险小。
如果我们投资，可以获得很高
的利息回报。”据悉，公司承诺，
若投资周期为三个月，年化利
息为14 . 4%，半年期为16 . 8%，
而一年期可达到18%。并且，投
资者每多投入一万元，公司每
个月多赠送两斤大米。

公司在宣传单上特意标
注，项目融资方已将米业加工
厂、米业公司全部转让给项目
管理方作为抵押，产业投资达
1 . 2亿。投资人的投资则由山
东守义实业公司进行无条件不

可撤销的担保，投资者可放心
投资，绝不会出现问题。李女士
回家尝了尝大米，“确实在济南
这么多年没吃过这么好的大
米。”

业务员随后不断打来的
电话让李女士的防线彻底被
突破。2 0 1 3年 1 2月，她先投
入两万元，投资周期三个月。

“利率15%左右，确实每个月
都返还利息。”没过多久，她
追加到总计5万元的投资，每
个月能拿到 7 5 0 元的利息。
2 0 1 4 年 7月，李女士的投资
到期并连本带利一并收回。
随后她又投入4万元，为期一
年。且每月 1 0 日，李女士还
是能按时拿到利息。

而到了2015年2月份，李女
士和其他投资者就隐约感到了
情况不太对。公司的法人代表
经常不在，只有几个员工打理。
李女士最后一次领利息是在4
月份，5月份公司彻底关门，老
板失联跑路。

千亩良田打了一折

加工基地只是小作坊

非法集资≠众筹
一个遮掩一个透明
本报记者 时培磊

回忆起被骗的经历，受害者张女士感慨真是防不胜防，
“它不像一般的投资公司，它有自己的产品，让我们觉得是一
家正经经营的公司。”张女士甚至觉得，公司的融资模式很像
现在流行的众筹。

众筹在某些方面与非法集资有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面
向公众筹集资金。很多公司大张旗鼓披着众筹的外衣，实质上做
着非法集资的勾当。

但两者也有很大差别。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
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
给予回报的行为。非法集资具备四个典型特征：未经批准、承诺回
报、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性质。

而众筹，即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是指用团购+预购的形式，
向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模式。众筹利用互联网社交传播的特性，
让小企业、艺术家或个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争取大家的关
注和支持，进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

众筹模式从商业和资金流动的角度来看，和非法集资有
本质上的差别。其资金上的收益，必须是以实物、服务或者媒
体内容等作为回报。支持者对一个项目的支持属于购买行为，
而不是投资行为。

众筹多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精髓就在于小额和大量。它
从项目的启动、市场定位、众筹计划的发布、产品的研发、产品
的制作等各环节都是全方位地公布信息。公开透明是众筹的
核心价值观，而非法集资项目的发起方公开的信息是非常有
限的。而众筹过程中，出现担保、隐瞒意图、虚假欺骗信息则很
容易变成非法集资。

相关链接

苦苦等待半年，市民李女士投资的钱却一分也没有要回。一年前，她曾在济南一家自称经销五常大米的“实业”投资
公司投入几万元钱，公司称加工销售稻米的利润非常丰厚，会给她高息回报。然而，半年前，公司关门老板跑路了。像像李
女士这样的投资者还有其他数百人，涉案金额初步统计达千万元之多。

很多投资者看中了所谓的大米“实业”，才放心投钱。而这些赠
送的五常大米也骗取了投资者的信任。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本报记者 时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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