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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时培磊 王开智
实习生 张小雨

美美梦梦破破碎碎

又一场防诈宣传要开始了，
头一天下午，赵银光和团里的姊
妹们在济南市玉函小区的一间
活动室排练起来。她穿着表演
服，斜挎着一条红底黄边绶带，
随着音乐慢慢变换脚步，边摆手
势边唱道：“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护好咱的幸福家”。

场上的赵银光精神饱满，很
难看出来，她曾经也是位受过骗
的老人。赵银光对这段遭遇并不
避讳，她反而想让每位老年人都
知道她当年是怎么贪图小利，蒙
受了巨大损失。

时间回到5年前。那时赵银光
正在上老年大学，她喜欢跳舞，平
时班里几个姊妹跟着她一起练。
其中有个姊妹说，附近一家酒店
有一场理财讲座，两人就进去听
了听。“里边一直在喊口号：‘你不
理财，财不理你’。情绪都非常高
涨，我也心动了。”赵银光说。

讲座散场时，主办方称留下联
系方式可以领小礼品。赵银光领了
一份挂面，当天晚上，就有业务员
联系她，叫她去另一个大酒店听理
财讲座。“说有个产品非常好，12%
的利率，比银行利息高得多，对我
诱惑很大。”赵银光当场就拿出5万
块钱投了进去。拿到第一个月“薪
水”时，“我还窃窃自喜，这家公司
很守信用，那就继续投。”

年轻的女业务员对赵银光更
好了，“简直比亲闺女还亲”。平时
除了送地瓜、挂面、暖水宝外，还对
她百般照顾。“看见我下楼梯，赶紧
跑过来扶我一把，我们排练舞蹈，每
次都来送新鲜水果。还请我吃大餐，
表演节目，去旅游，给足了面子。”被
业务员捧着的赵银光，把一笔笔存
款投到理财公司。当她听业务员说，
完成200万元的任务就可以升产品
经理时，她心一热，答应投30万。“当
天他们就开车到我家，用POS机一
刷，钱就到人家那儿去了。”

赵银光前后投了104万元，没
想到，不到一年时间，“发财”美梦
就彻底破碎了。到了该发利息的
日子，理财公司还没动静，她去
问，对方让等两天。等了七八天，
她听说资金链断裂，钱可能要不
回来了。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公司
就彻底跑路了。

赵银光觉得天塌地陷一般，
脑子一片空白。不仅自己的一百
多万元一夜间血本无归，她还觉
得自己带了一个坏头。当时不少
跟她一起跳舞的姊妹看她投了
钱，也纷纷跟进，她觉得自己负有
很大责任。

担任志愿者宣传团副团长的
田友娟，同样也轻信了骗子公司
所谓的“高大上理财项目”，受骗
近30万。还有其他许多跳舞的姊
妹，少则投了几万，多则几十万。

面面对对现现实实

当年被骗的事，赵银光经常
会谈起，但她说自己已放下了，在
加入泉城金融卫士志愿服务团的
第二年，她彻底走了出来。这是一
个艰难的过程。当赵银光得知自
己被骗时，整宿睡不着觉，又不敢
跟家人说。“这些都是血汗钱。”赵
银光退休后，月工资4000多元，平
时吃饭也只炒一个菜，一辈子积
攒的钱就这样没了，她想不通。

田友娟在济南没有自己的
家，20多年来一直住在孩子家，她
被骗后同样没敢告诉孩子，她说
当时想死的心都有。有一次，她难
受得厉害，一个人坐公交到了泺
口黄河大桥，“我就想一了百了。”

在黄河大桥，田友娟看着河
滩上有老人正领着孩子在游玩，
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和外孙女，“他
们应该会舍不得我。我内心很矛

盾，在桥上
作了半个多
小时的思想斗
争，最后放弃了寻
死的念头。”为了追回
这些投资，赵银光和受骗的
姊妹们报过警，也找过相关部
门，但律师说那些钱不太可能要
回来了，赵银光慢慢也死心了。

2016年4月，处置非法集资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举办的防范和
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传座谈
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到，2015年
全国非法集资新发案数量、涉案金
额、参与集资人数同比分别上升
71%、57%、120%。与此同时，全国开
展了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加大金融
诈骗防范力度的宣传专项行动。

那时，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在社区、学校等地开展了连续
的宣传。赵银光、田友娟和很多被
骗的姊妹们都参加了防骗大讲
堂，“一堂课比一堂课深刻。”

赵银光想通了一件事，之所
以被骗，都源于自己贪图小便宜
和高利息，不懂金融知识，没有风
险意识。“当时被骗子公司给洗脑
了，他怎么说咱怎么信，要是早听
到这样的宣传，就不会被骗了。”

2017年，济南市地方金融监
管局招聘义务宣传员，赵银光第
一个报了名。“我受了骗，不能再
让其他老人上当。我要斩断骗子
公司的路，让他们没饭吃。”

自自编编自自演演

赵银光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同
样受骗的姊妹们，没想到大家也
有同样的热情，三四十个人凑在
一起，成立了泉城金融卫士志愿
宣讲团。小推车、宣传册、小条幅，
成了她们的“三件法宝”。她们到
处发传单，但效果并不好，经常热
脸贴上冷屁股，“人家以为我发广
告呢。”但只要有一个老人看了宣
传单，赵银光和团员们感觉再累
也值了。

后来，阿姨们决定换个思路，
不光发传单，还现场说法，向老人
们讲述自己受骗的经历。当讲到
自己投了104万却打了水漂，下面
往往发出一片“哎呀”的感叹声。

每次宣讲之后，不少老人拉
着她们的手，说自己也是受骗者，
有些老人想不开，赵银光和团员

就拿自己的经历劝导老人。还有
些家庭因为老人受骗出现矛盾纠
纷，团友们还要给他们进行调解。

志愿者徐庆云就是因为听了
她们的宣讲，决定加入志愿者团
队。徐庆云也接触过非法集资公
司，那些人带他们去济南南部山
区旅游，请吃大餐、抽奖、推荐项
目。徐庆云动了心思，本打算等十
多万元存款到期后就去投资，可
就在此时，公司跑路了。至今想
想，她都非常后怕。

老年人好热闹，为了加强宣
传效果，宣传团编排了山东快书、
快板、情景剧、歌舞合唱等节目。
这些节目大多是志愿者根据自己
或身边人的真实经历创作的。“我
投了60万，钱没回来，我那老头跟
我闹离婚啊。”在一场表演中，一
位团员这样唱，引发共鸣。

61岁的吴哲是宣讲团的艺术
总监，他曾改编过一个《天上不会
掉金蛋》的节目。一位老婆婆养的
鸡下了很多蛋，那些搞非法集资
的人就向她灌输怎么利用高利润
来集资，这些鸡蛋在节目中也被
抽象化为金蛋。节目最后，志愿者
把贴着非法盈利、高利息、高回报
的三个金蛋摔得粉碎，“不少聋哑
人看了之后都觉得非常震撼。”

目前，老人们已排练了40多
个节目，因为防诈宣传形式多样，
熟悉赵银光的人都称她“花样奶
奶”。

去年疫情期间，线下宣讲活
动不好开展，志愿团就征集防非
法集资的书画，不到三个月征集
了1200幅。赵银光选了200多幅，
编成书册，在山东文化馆演播。

她们还开了网课，阿姨们在
直播里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宣
传如何打击非法集资，每堂课，都
有上千人同时在线。

4年多时间，金融卫士志愿宣
讲团成员达到150多人，平均年龄
在63岁以上，其中三分之一有过
被骗经历。这些年，她们进行了
400多场宣讲，受教育群众累计达

上百万人。她们还在各社区建立
了90多个宣传站，阿姨们的名气
越来越大，有了“泉城阿姨”的称
号，这让她们十分自豪。

主主动动出出击击

“小恩惠是圈套，高息回报是
谎言，天上不会掉馅饼，大家千万
不要贪。”采访当天，排练的五六
个节目有歌舞、合唱和快板，结束
时，音乐停了，阿姨们高喊“学法
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
声音回荡在整个排练厅。

阿姨们也会走向大街，去劝
阻老人们。在银行大厅，她们曾看
到一位大爷给陌生人汇款，赵银
光上前提醒老人别上当，老人不
信，她就讲述自己的经历，“当年
我比你还豪横，POS机一刷，30多
万立马就到了人家那里，结果呢，
血本无归。”就这样，近五年时间，
她们劝阻了200余人。

除了宣传，阿姨们也对一些
可疑公司进行堵截和揭发。2019
年，赵银光和姊妹们等公交车时，
小区里几个小青年给她们发一些
投资理财的传单，几个人就商议，
不妨进去看看情况。

赵银光、田友娟、王雪红和姜
淑梅就来到这家公司。“戒备森
严，经过一层一层保安才让你进
去开会。”业务员给他们播放了很
多照片，向她们介绍项目，称收益
能达到10%，没有风险。“越听越不
对，这时田老师就站起来了，说这
是个骗子公司，大家别买。结果人
家把她像赶小鸡一样轰了出去。”

“咱得取证啊。”第二天，赵银
光和其他两个人进去继续取证。一
名业务员亲切地叫着大姨，想让她
们先投几万块钱试试。赵银光哪里
肯投，现场取完证，还对业务员进
行了“反洗脑”，劝这位刚大学毕业
的小伙子换份工作。回去后，赵银
光和田友娟就向济南市金融监管
局写了举报信。“半个月左右，这个
公司就被‘捣毁’了。”

当身边人遇到可疑情况时，
阿姨们也会亲自卧底考察。姜淑
梅的老伴曾参与一个低价旅游
团，业务员给老人介绍项目，说投
资可按期返本息，姜淑梅觉得可
疑，她没让老伴往里投钱。甚至有
时候，阿姨们为了取证，明知可能
是非法集资，还会往里投点钱。

对对抗抗疾疾病病

了解“泉城阿姨”的人经常感
慨，她们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平
常，她们在服务站坐班，甚至比上
班还要忙。阿姨们纪律严明，行动
力让人吃惊，“定好的活动，风雨再
大也要参加，没有一个人会迟到。”

“奶奶防诈骗团”成员平均年
龄63岁，平时既要对抗诈骗，还要
对抗疾病。每次出去活动，阿姨们
包里必不可少的就是救心丸、降
压药。赵银光心脏不好，有一次出
席新开站点的活动时，差点晕倒，
田友娟赶紧给她吃了速效救心
丸，才慢慢缓了过来。

今年75岁的田友娟2018年骨
折过，但除了去换药，她一天也没
歇，吊着胳膊照样干。平时看起来
和蔼可亲的她，2015年曾做过甲
状腺癌摘除手术，出院不到半个
月，就跑到老年公寓继续当志愿
者。2020年10月份体检时，她又被
查出来乳腺癌。

“星期天查出来，晚上我就返
回济南了。”星期一，田友娟又照
常来到工作站，她没和赵银光说。
当时志愿团正在征集书画作品，

“我跟她说，给我安排两个人，我
把书画整理好，明天去扫描，一定
要结束这项工作。”田友娟没说这
么急的原因是要做手术。

第二天凌晨5点，她给赵银光
发了微信，赵银光也睡不着了，早
上一起来，她们一起去印刷画册，
到了下午全部印完，田友娟前往
德州做手术，“工作结束了，我就
一点负担都没有了。”

做完手术，田友娟一滴眼泪
都没掉，她拒绝了做化疗。“我很
坦然，只要开开心心，心中有爱，
这个病它怕我，我不怕它。”出院
后不久，田友娟就来到了工作站，
继续进行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释释放放自自己己

阿姨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干
劲？赵银光说，部分动力来自她对
骗子的痛恨，要跟他们对抗到底。
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这份“工作”
让她们重新跟社会接轨。

近五年来，阿姨们没拿到过
一分钱工资，被骗的钱也没要回
来，但在宣讲过程中，赵银光放松
了，释放了自己。“我提醒别人不
受骗，这也是在行好，我很满足。”

田友娟也是这样想的，她说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尽自己的
一份力。20多年前，田友娟来到济
南帮忙照顾孩子，现在她有了自
己的“新事业”，孩子们很支持。

对更多阿姨来说，她们通过
志愿团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学习
了金融知识，也学会了用微信，似
乎没什么事能难住她们。

不过，赵银光和田友娟有两
件事始终办不到。第一件是她们
始终没把自己受骗的事告诉家
人，两人拍过省公安厅的防诈骗
宣传片，在数百场宣讲中说过，唯
独在家里没说，“孩子们都知道，
他们也都不提。”

还有一件事，她们对骗子公
司恨之入骨，却唯独恨不起来当
时“骗”她们投资的小姑娘。赵银
光说，公司跑路后的两个多月，她
曾见过那个业务员，小姑娘刚走
出大学校门，说把她们坑了，没脸
见她们。赵银光觉得，小姑娘也是
受骗者，“她贷款10万，也和俺一
块受骗了，人家把她解雇了，她压
力也很大。我们这些老太太，没了
钱还同情她，就知道我们为啥经
常会受骗，一个原因是心太软，太
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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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可能，80
岁的赵银光希望自
己投资的上百万资
金能被追回，就像做
了一场噩梦，醒来后
什么也没发生；而那
些搞非法集资的“骗
子”公司，能一夜间
全部破灭。

近年来，针对金
融领域的诈骗、非法
集资仍时有发生，被
骗的老年人不止赵
银光一个。她们对那
些骗子恨之入骨，在
济南专门成立了防
非法集资志愿团，
以“血淋淋”的教训
去警示老年朋友，
避开五花八门的
金融诈骗陷阱。
近五年来，她们
组织了400余场
演出，让上百
万 人 从 中 受
益 ，劝 阻 了
200多人。

田友娟（上）和赵

银光（下左）带领老姊妹

们进行防诈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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