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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战役

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一
些行动不便或精力不济的被
骗老人，由年轻的家属带着，
继续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诉
讼或作为被告应对诉讼。记
者联系的多位受害人家属中，
除了两名90后，其他人也已步
入中年。

董望夫妇去世后，由儿子
接着打官司，今年3月，追房5
年多的儿子突然摔在地板上
猝死，身边留下一堆材料：刑
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举报
信、借款合同、还款协议、公证
文书等。董望的儿媳王慧继
续为此奔波。

王慧将满50岁，此前的人
生计划中，她准备和丈夫去南
方的海边长住——— 她得了严
重的季节性过敏，长年戴着有
空气过滤阀的N95口罩。吴
镝42岁，2019年辞职后，一边
照顾父母，一边打官司。李桂
芳的女儿张雨，今年刚办理退
休手续，和丈夫把全部精力投
入到追讨房产中。

家属们一点点拼凑出案
件的信息。他们在旁听审判
时发现，小贷公司成员在诱使
不同老人进入骗局时，同一个
公司的多名成员变换着身份
出现：出借人、受托人、收息
人、买房人（背户人）、卖房人、
清房人。“剧本相似，成员扮演
不同的角色。”

王慧找到4个受害人，5家
拼出骗局中的一小块——— 对
他们实施诈骗的人多有关联，
主要来自北京一家名为“中领
晟元”的投资管理公司。

该公司时任总经理在向
办案机关供述中称，公司主要
做“小额贷、垫资、办理银行贷
款业务”，法定代表人为杨啸。

在另一起案件中，这家公
司将另一位受害老人价值约
300万元的房子以1000元卖
出。买房人则是在董望案中
充当借款人的该公司员工。

为拼起这块“小碎片”，王
慧等人从10余箱材料中梳理
出这家公司与受害人的账务
往来、受害人借款及公证事项
的关联表。仅关联表就包括
10多个分类。

他们凑齐这家公司的“涉
黑涉恶线索”，在向公司所在
地北京市朝阳区警方报案同
时，以“套路贷受害者”名义，
实名向有关部门举报其涉黑

涉恶违法犯罪行为。
“敲诈勒索、诈骗，为低价

占有受害人的房产采用暴力
清房，软暴力恐吓威胁等手段
实施套路贷犯罪行为，低价过
户受害人房产占为己有，通过
虚假诉讼、软暴力诈骗敲诈钱
财。”王慧代表5个家庭在举报
信中写道。

受到所有受害人瞩目的
这块“碎片”，最终赢了：2022
年1月21日，中领晟元公司的
多名成员犯诈骗罪，1名成员
犯诈骗罪、催收非法债务罪，
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处5年6个月至12年不
等的有期徒刑。

王慧积攒了两箱多的案
件材料，最上面放着3个人的
死亡医学证明，分别是她公
公、婆婆和丈夫的。

董望在陷入骗局1年后，
心源性猝死去世。2018年12
月25日，他的妻子在接到一个
陌生电话后，称要去“取钱还
债”，倒在冬夜的大街上，再也
没有醒来。

王慧患上抑郁症，长期吃
药治疗，季节性过敏愈发严
重。由于担心遭到暴力清房，
她和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租住
在北六环的昌平附近，继续追
索那套房子，“不能把一个烂
摊子留给儿子”。

由于涉案4人的刑事裁定
书未提及这套房产的产权归
属问题，王慧须再提起民事诉
讼，诉请法院判令解除房产
抵押。

今年3月，她的丈夫提起
行政诉讼，希望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撤
销相关抵押登记等事项。那
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讨房之举。

赢了官司拿不回房产

李桂芳的追房之路也在
王慧这组的拼图“碎片”里。

李桂芳是被亲外甥女拉
进骗局的。她记得，2014年3
月的一天，外甥女跪在她面前
请求“借房本用用”，并将她和
70多岁的丈夫带到一个办事
大厅。李桂芳签下一系列协
议——— 3年后，新房子的主人
上门要求他们搬离时，她才得
知那个地方是公证处。

2017年，发现被骗后，李
桂芳的女儿带她沿着不动产
大厅、银行营业厅、公证处倒
溯“房子怎么没的”。她们发

现，李桂芳签署的一系列协议
中 ，其 中 有 两 份 委 托 公 证
书——— 李桂芳在2014年将房
屋买卖事宜“委托”给从未见
过的一个叫“崔利成”的人，此
人也供职于王慧举报的投资
管理公司。

2015年6月1日，崔利成
以270万元将价值400万元的
房屋过户给公司法定代表人
杨啸。杨啸同时向建设银行
贷款189万元买房。

在遇到王慧等受害家属
之前，李桂芳的案件“孤零零
的”，表面看来，“借钱——— 抵
押房产——— 还不上钱——— 失
房”无违法之处，且合乎情理。

“事实上老人没有拿到钱
啊。”她的女儿张雨告诉记者，
一家人觉得“哪里都不对”，但
却不知从何入手。

一直到2019年春节期
间，张雨在一个维权微信群
中，看到备注着“崔利成案”的
王慧，与其他4家受害人从不
同的路径走到一起。

2019年6月，这块拼起的
小碎片迎来令他们振奋的进
展：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将
李桂芳案立为刑事案件侦查。

更令他们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是，2021年11月1日，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
要求，查封杨啸名下的这处房
屋，“发还被害人李桂芳”。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
裁定维持这一判决。

拿着这份裁定，张雨到不
动产登记中心请求将房屋过
户到母亲名下，遇到了一盆冷
水：“判决并没有说明如何发
还，不能无抵押过户”——— 他
们如果想拿回房产，要连带承
担银行的抵押贷款。

法院执行机构建议她，需
要另外提起解除房屋抵押的
民事诉讼。

张雨曾找律师求助，但是
类似养老诈骗案件旷日持久，
许多律师听说该案后，并不愿
意跟进。

她们通过起诉北京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
局，请求撤销抵押登记。该局
在行政答辩状中称，相关部门
向杨啸颁发相关不动产权证
已尽“审慎审查职责”，请求法
院驳回李桂芳的起诉。

张雨在答辩书中看到房
子“现设有两笔合法有效的查
封登记”——— 据称是杨啸的另
一个“债主”追债，申请查封了

这套房子。她们害怕对方再
发起一个接一个的套路，于是
申请“带抵过户”，“认了”那笔
银行贷款。

在房子里
“能住一天是一天”

另一些老人只能拖延，希
望对方不再要求他们偿还欠
款，或在房子里“能住一天是
一天”。王慧在梳理线索时发
现一个新的受害人，为了躲避
追债，老人已租住到北京六环
外的村里。

今年6月收到强制腾退房
屋通知时，吴涛和儿子再次去
派出所报案，他们知道，这只
是阻止房产被拍卖的“权益之
计”，如果不彻底跳出骗局，房
子终究还是难以保住。

吴涛再次通过司法途径，
提出刑事申诉。他请求检察
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
抗诉，依法查明、追缴广艳彬
转账他人的4900余万元赃款
去向；依法追究小贷公司成员
等具体实施人员的刑事责任；
依法妥善处理遗留问题。当
前 ，案 件 正 处 于 证 据 收 集
阶段。

他们的代理律师连大有
认为，针对房产的“套路贷”，
被害人众多，且参与人员分工
明确、多人共同实施，且有较
为严密和固定的组织，有预
谋、有计划地实施，符合相关
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被认定
为“犯罪集团”。受害人应加
强沟通、搜集证据，向相关部
门反映，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依
法。司法部门也应当保护老
人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
年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
案例时指出，“以房养老”理财
骗局中，“套路贷”难以根除的
原因之一，是行为人常常在法
律空白或者规定不明确的领
域，利用老年人性格特点以及
寻 求 投 、融 资 渠 道 的 迫 切
心理。

这些老人退休前，有的在
政府部门工作，有的是技术工
人和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人是
精于计算的会计…无论以往
的职业如何风光，他们退休后
遇到职业骗子时，首先是一个
脆弱、易骗且拥有巨额房产财
富的老年人。

吴涛最早接触这场骗局

时，对方描绘的投资前景戳中
的正是他们这种心理：两位老
人想给唯一的儿子挣些钱。

日常生活和看病吃药快
速消耗两人的退休金，每个月
手头剩下的钱越来越少，他们
觉得，这辈子除了自住的房
子，很少再能帮衬到儿子一
家——— 年龄越大，类似的心理
暗示越强。

当小贷公司的人要求他
们不要将“理财项目”告诉孩
子时，他们听从了，沉浸在“挣
大钱给孩子一个惊喜”的幻
想中。

现实碎得很彻底。老人
们疲于应付一波又一波套路、
官司，挣扎、放弃，几乎把身边
所有人拖进泥潭。

“至少还住在房子里。”吴
涛夫妇产生一种“逆来顺受”
的心理。在儿子发现前，他们
没有报警，也不敢告诉其他
人，低头任由催债人辱骂、呵
斥，准备“扛到死”。

像许多受害老人那样，
“即使年老了，也有父母在孩
子面前的尊严和面子”，吴涛
说。王慧的婆婆也是在儿女
们反复追问下，才提及签过委
托公证的事。

“骗子眼里没有‘人’，老
人们都是一个个行走的价签，
标注着百万元甚至千万元的
房产价格。”王慧仔细地描述
养老骗局的危害，希望每一个
老人、每一个家庭不要碰类似
骗局。

2019年年底，吴涛的妻
子张侠慧身体瘫痪，并患上阿
尔茨海默病，失掉了许多记
忆。大部分时间，她坐在轮椅
或沙发上直愣愣地盯着电视，
偶尔清醒时，会冲着丈夫和儿
子念叨“抓人”“房子”。

妻子于今年7月去世，吴
涛则陷入无穷无尽的内疚，与
人谈话常常低着头流泪，自责

“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做了一
件无法原谅的错事”。

整理遗物时，吴镝在老人
的褥子下找到一张房产证。
那是房产被骗走时，为了哄骗
老人瞒过子女，小贷公司的人
员交给老人的。他到不动产
登记大厅确认后发现，在这场
没有真实可言的套路中，这是
对方唯一给到老人的东西，也
是假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董
望、田成、王慧、张雨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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