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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房诈”新骗术！

忽忽悠悠老老人人““理理财财””，，骗骗走走百百万万房房产产
近日，北京的刘先生遇到了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老母亲听信朋友介绍，将房产“抵押”给了一家公司，又将抵押款交交给别人理财。老

母亲原本想理财结束拿回本息，再拿本金赎回房本。没想到，不但理财的人一个子儿不给，抵押出去的房子也被过了户户。如今，买了这处
房子的人催老人搬家，甚至把家具搬了出去，刚得知消息的刘先生心急如焚！

说好的本息要不回来
房子还被过了户

刘先生的母亲住在北京丰
台区一小区。前些日子，经朋友
介绍，老人动了理财的念头。老
人需将房产抵押给一家公司，
抵押的过程会进行公证。由此，
老人将得到150万元抵押款。再
把这笔钱转交给一个负责理财
的人，为期三个月的理财结束
后，老人就可连本带息拿回来，
其中利息就有近20万元。接下
来，老人便可用本金赎回房本。

如此估算，老人不但没损
失，还能拿到近20万元利息。老
人觉得划算，就把房产进行了
抵押，但是没跟家人说这件事。

然而，当老人将150万元房
屋抵押款交给负责理财的人之
后，说好的每月利息一分没有，
本金也拿不回来了。而抵押出
去的房子也因还不上钱，被抵
押的公司过了户。这几天，突然
有人来到家里，不但将屋里的
家具搬了出去，还要老人搬走。

在这件事中，老人觉得抵
押出去的房产本不可能过户，
也没想过要卖房子。可是，刘先
生一看，那份进行过公证的合
同却与老人所说的“抵押合同”
大相径庭。整个合同根本没提
到抵押，而是一份彻头彻尾的
委托合同。通过这份合同，老人
已经将房产的管理、过户、法务
等一切权利都委托给那家公

司。而合同落款却不见公司名
字，甲方是一个姓龙的人。

目前，负责理财的人态度
很客气，但就说拿不出钱。抵押
了老人房产证的公司，已联系
不上。律师说，即便是委托售
房，按照相关条例，还必须老人
的配偶同意且签署相关文件，
但刘先生的父亲此前毫不知
情。鉴于此事疑点众多，律师建
议刘先生立即报案，追回损失。

合同往往做过公证
房子被“霸占”难要回

刘先生的母亲并不是唯一
遭此骗局的老人。近年来，类似

《几句话骗走一套房 老年人
成诈骗重灾区》《抵押贷款公证
藏委托售房条款 房子被卖房
主竟不知情》的新闻并不少见。

总结这些事例，基本上都
是同样的诈骗模式：“理财中
介”以高额回报引诱老人抵押
房产投资（“理财产品”等），忽
悠老人签订“抵押合同”（实际
则为“委托处理房屋”合同）；再
忽悠老人把抵押房屋所贷的款
项交给“理财中介”进行投资以
取得所谓“收益”。实际上，老人
不仅得不到“收益”，本金也拿
不回来。而老人的房产也被悄
然过户走。受害老人变得一无
所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便
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签订
合同的时候偷梁换柱。

老人的家人直到家里来了

人强行搬走家具，才发现问题。
有律师分析，到了这一步，连立
案都困难。因为老人和骗子公
司签订了完整的委托协议。按
常识，被骗所签订的合同不是
真实意思的表达，应是无效的。
问题在于，在类似的事件中，委
托合同基本都进行过公证。这
就棘手了，如何证明老人是被
骗签订的呢？且其中不仅牵扯
骗子一方，使案情更加复杂。

警惕“以房养老”
被忽悠成“养老房诈”

2014年，保监会提出一份
名为《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
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
见》的文件。“以房养老”指的是
老人把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为老人提供每月的生
活费、护理费等，等到老人逝世
后，抵押的房产由保险公司来
处置。这个政策试点了两年，应
者寥寥，不过78名老人参加。保
险公司对此也非常谨慎，设置
的条件也很苛刻。

然而，这个概念却被很多
理财公司、贷款公司玩得风生
水起。他们利用老人房产项目
融资，最后资金链断裂了，老人
们的房产却成为“陪葬品”。

对于涉及房产以及大规模
的金额流动的事情，老人们一
定要和家人沟通，并交给正规
的专业人士，谨防被骗。

据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

本报广州 1 0 月 1 7 日讯
（记者 马绍栋） 近日，第十
三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简称“中博会”）在广州保利世
贸博览馆举办。山东省共组织
90 家中小企业整体特装，分 82
个展位参展，参展产品种类多、
品质优、科技含量高，充分展示
了山东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的成果，现场签订合
同金额 9000 多万元，达成合作
意向金额 4 . 7 亿多元。

记者了解到，本次中博会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广东省人民政

府、科特迪瓦商务部、印度微中
小企业部联合主办。展会分境
内外主题展、节能展、纺织服装
展三大类别，有30个境外国家
和地区组织企业参展参会。山
东省经信委钱焕涛主任率领由
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中小企
业局、各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负责同志和企业人员组成的山
东省代表团参加展会。山东省
共组织90家中小企业整体特
装，分82个展位参展。

本次我省参展的中小企业
创新能力较强，所展产品“科技
味”十足。“我们的空气净化器

释放负氧离子浓度很高，每立
方米高达2000万个，最大的优
势是用特有的专利、技术，可以
实现终生不用更换内膜，设计
使用寿命可达10年。客户可以
直接以旧换新。”前来参展的济
南安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秋华告诉记者，公司的空
净产品在美国、澳洲已经非常
热销，现在国内市场也在迅速
拓展。这次中博会公司招揽了
多家加盟商并与印度5家企业
达成了合作意向。

在另外一个展区，山东三
晶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闫海亮指着公司今年最新研
发的直流供电系统介绍说，用
这样一种体积很小的内置电
源，可以减少传统交流供电的
电容冲击作用，让灯的寿命由
5000小时提高到1万小时，同时
线损耗降低，成本节省一半。

“光这个新产品我们就有八项
发明专利，未来可以广泛应用
于道路照明、电动车充电桩、展
馆、商场等领域，可以说是一个
行业革命性的技术成果。”

本次展会，我省企业现场
签订合同金额9000多万元，达
成合作意向金额4 . 7亿多元。

山东省代表团团长、省经信委
主任钱焕涛巡视了山东省中
小企业参展展区和企业。他指
出，组织我省企业参加中博
会，就是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搭
建一个展示产品、交流信息、
促进投资贸易和技术合作的
开放平台，促进中小企业实施
对外开放战略，推动创新驱动
转型升级。

山东省经信委，省财政厅，
省中小企业局综合处、政策调
研处及规划发展处等同志，各
市、县中小企业局领导和参展
企业300余人参加了活动。

9900家家中中小小鲁鲁企企亮亮相相““中中博博会会””
现场签约9000多万元

葛相关链接

““民民族族大大业业””微微信信骗骗局局
盯盯上上中中老老年年人人

“去哪里报警能把我妈关监狱里？”9月初，民间反传销人士李
旭接到一位年轻人朱敏（化名）的求助。她母亲参加过多种传销
项目，如今又陷入了“民族大业”的骗局之中。骗子声称要解冻数
以兆亿元的民族海外资产，还为参加者许下宏愿，只需报名，保
守秘密，即能获得动辄上千万的善款补助。

今年3月，朱敏发现年过60的母亲有些不对劲，原来不怎么碰
手机的她开始频繁玩微信，微信头像换成一张红底证件照。一番
追问下，老人说自己正在一个名为“和谐爱国8群”的微信群，参与

“民族大业”，但是要注意保密。
简单说来，这是一项“分钱”的事业，发放总额以兆亿计，这

些钱来自历朝历代的老祖宗秘密存在海外多国的皇家资产，要
发给那些有责任有担当、充满正能量的爱国人士，每人可拿到数
百万元。

而想要得到这笔“善款”，只需群内“报单”交费。骗子声称，一
个项目要交8 . 69元手续费，善款批下来后参加者每月都会有2000
元的生活费，甚至只要交82元办理会员认证，就有可能获得一千
万元扶助金。

朱敏决定进群看看，群里近500人，头像是清一色的红底证件
照，绝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在群里，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报单。刚
开始，报单多为免费项目，如只需报上姓名、身份证号、卡号和开
户行，甚至银行密码等信息。慢慢地，收费的报单越来越多，每次
上百元乃至上千元。这些报单费一般通过微信转账交，一旦交完
钱，介绍人（上线）用来催单的小群也随之解散。

朱敏简单搜索就发现，这是一个存在了多年的骗局，但老人
已被打了“预防针”，根本不相信，甚至不再接她的电话，怕影响
到自己拿“善款”。事实上，老人们从来没见到过任何“善款”，只是
在不停地报单。

9月14日，安徽淮南市大通区检察院批准逮捕以“民族资产解
冻”等项目涉嫌诈骗的18名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30多个省、市，
上万名受害人，涉案金额一亿多元。

民族大业已是一个流传多年的骗局，如今从线下转到线上。
民间反传销人士李旭称，民族大业骗局的很多操盘手都是以前
的传销分子，这些人常打着国家的旗号，利用老人们的爱国热情
行骗。而微信的传播速度快、不受地域限制、图文音视频的多媒
体传播也让洗脑变得更加便捷。

李旭说，对于类似的线上骗局和传销，最根源的解决办法还
是需要警方的打击。同时，他建议微信能和反传销等组织合作，
加快骗局微信群和公众号的辨别和查封进度。

针对微信群和公众号中存在“民族大业”骗局等洗脑诈骗现
象，腾讯回应称，对涉嫌传销类的账号及其主体具体运营模式是
否存在违规行为，平台会根据服务协议及国家的法律法规，并结
合账号经营过程的整体营销内容、方案以及用户投诉等多方进
行核查判断。

腾讯公司表示，2015年底至目前，已处罚多级分销的公众账
号主体和商户80余家。对于一些严重侵害用户利益的多级分销欺
诈行动，平台会积极支持配合政府主管机关依法打击。

据新京报

养老“房诈”的骗局模式

“理财中介” 目标老人 “贷款者”

以高额回报引诱老人
抵押房产投资（“理财
产品”等）

进行投资以取
得所谓“收益”

忽悠老人签订“抵押
合同”（实际为“委托
处理房屋”合同）

抵押房屋所
贷的款项

最坑人的一步

过户走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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