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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国锋 罗莎莎

  近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销售“地

宫穴位”等涉老项目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被告人朱国华等虚构“地宫穴位”理财项目、汽

车租赁债权项目向不特定的4000余人非法集资，其

中有1200多名老年人，集资诈骗金额达18.74亿元。主

犯朱国华被判处无期徒刑。

专设公司实施诈骗

  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3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

朱国华、朱金根利用朱金根及他人身份材料注册成

立凤鸣财富管理（苏州）有限公司、苏州苏玺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

  在上述公司没有取得相关金融资质的情况下，

由被告人朱国华负责策划，将虚构不合规的“地宫

穴位”项目、夸大的汽车租赁债权项目等包装成“创

新3号”“创新6号”“金凤8号”“金凤26号”“苏玺财富”

等12种理财产品，由销售团队通过散发传单、举办

酒会、业务员推广等方式对外公开宣传，通过与集

资参与人签订股权认购计划合同、债权计划合同等

形式，以高收益率为诱惑，向社会不特定群体销售

理财产品，向4300余人非法集资，其中涉老年人1200

余名，实际吸收金额18.74亿元，至案发尚有9.13亿余

元未能返还。

  江苏高院二审审理认为，被告人朱国华、朱金

根在无相应经营及偿还能力的情况下，虚构12种理

财产品向社会公众宣传，非法吸收资金，吸收的资

金被主要用于还本付息，归还个人债务及消费等，

给集资参与人造成9.13亿元损失，应认定其具有非

法占有为目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判决认为，虽然被告人朱国华主动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但因其集资诈骗的对象包括一千余名老

年人，且造成的损失绝大部分难以追回，归案后对

非法集资款的去向不能如实供述，故不予以从轻处

罚，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集资诈骗罪判处

被告人朱金根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40万元；查

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依法处置后，按比例发还集资

参与人；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不足部分

责令各被告人在所参与犯罪数额内继续退赔，发还

集资参与人。

包装项目虚假宣传

  本案中，朱国华等人以公司名义包装实体项目

进行虚假宣传，制造自身实力强的假象。朱国华先

后控制11家各类公司，类别涵盖资产管理、汽车服

务、基金管理、融资租赁、文化传播等，显示其经营

业务范围广，公司门面装潢气派，通过种种手段让

被骗者相信其公司实力强劲。

  “以这些公司名义包装或虚构实体项目，用所

谓的合同、现场照片、项目资料等精心制作宣传资

料，进行夸大或虚假宣传，有很强的欺骗性。”江苏

高院刑二庭法官尚召生说。

  据他介绍，高息利诱通常是犯罪分子屡试不爽

的诈骗手段，有些被骗者甚至在不同案件中反复上

当受骗。朱国华等人正是利用这一心理，用高息刺

激，用“话术”引诱，用情感迷惑，一步一步把被骗者

引到坑里。

  此外，本案的被告人采取针对不同社会群体虚

构包装不同项目的方式扩大诈骗对象范围，被告人

不仅包装了两个针对老年人群体的“地宫穴位”涉

养老项目，还包装针对年轻人群体的汽车服务、租

赁项目，以及针对由实际投资寻求的资产管理、基

金管理等。

源头整治养老诈骗

  《法治日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朱国华等犯罪

分子正是因为利用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需求，采

取针对性手段进行诈骗，致使数千人被骗。现实中，

多数老年人渴望得到亲情关怀，希望身体健康减轻

子女负担，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对新技术和社会

发展不了解，以及部分人贪图便宜等，被不法分子

利用实施诈骗。

  据尚召生介绍，在此前办理的吴某某诈骗案

中，被告人吴某某就利用部分老年人渴望得到亲情

关怀的心理，从开始的每天电话问候，到将称呼从

“叔叔阿姨”改成“老爸老妈”，再到采用定期或节假

日上门问候、身体不舒服时的嘘寒问暖，生日送上

价值不菲的小礼品等手段。许多老人在被告人持续

的问候和感情攻势中体验到了渴望的亲情关怀和

关爱，一步一步走向被骗迷途，十几万元、数十万元

的养老金进入被告人口袋，甚至有多个老人将住房

无偿提供给被告人向他人借款抵押。

  “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养老诈骗犯罪的同时，还需

要聚集社会合力从源头上进行综合治理。”尚召生建

议，老年人服务机构、基层社区等组织，要充分发挥帮

扶老人的作用，经常对老年人开展科普宣传讲座，帮

助老年人继续接触、了解社会，增强老年人的识别判

断力，提高自身的防范能力；家庭成员则应该时常关

心老年人，让老年人渴望亲情关怀的心理得到满足，

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老年人自身切莫贪小便宜，

犯罪分子往往会通过一系列的场景安排、安排“托儿”

现身说法、用一系列话术进行“威逼利诱”，这种情况

下，老年人往往难以脱身。

  “总之，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让老年群体深刻认

识到‘天上不会掉馅饼’。”尚召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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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地宫穴位”项目骗了1200名老人
江苏高院二审判处一起养老诈骗案主犯无期徒刑

□ 本报记者  韩 宇

□ 本报通讯员 孙颢源

  近日，辽宁大连警方侦破一起以组织旅游、赠

送礼物等引诱老年人投资的养老诈骗案件，为老年

人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

承诺投资保本保息

  几个月前，李阿姨、于大爷等人心急如焚地来

到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经侦大队报案

称，2020年以来，大连某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某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某营业部通过开大会、发传单等方

式与他们签订“产品订购协议”“入股协议”及其他

投资产品协议，营业部负责人李某承诺投资保本保

息，然而合同到期后公司始终没有兑付，李某也一

直联系不上。

  “我偶然路过这家公司门口，工作人员说他们

公司从事旅游和产品项目投资，不仅与本市知名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有合作，而且还涉猎农产品、海

外投资等项目。目前公司正处在业务规模拓展阶

段，此时到他们公司投资，不仅可以免费获得各种

旅游线路体验、海鲜产品礼盒，合同到期之后还能

收回本金和可观的利息收益。我当时就被吸引住

了。”于大爷向民警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

  于大爷起初带有一丝顾虑，在正式投资前他多

次到这家公司了解情况，有时还带着朋友帮忙看门

道。这家公司的业务员每次都很热情，而且能说会

道。李某更是经常带着像于大爷这样有投资意愿的

客户搞活动，如泡温泉、聚餐等。

  由于这些活动大多是免费的，于大爷感觉李某

很有实力，也很讲究，于是放下顾虑，开始在这家公

司投钱。

  一开始，这家公司确实组织了一些旅游活动，

也给过于大爷各种礼品。但很快，公司就开始拖延

旅游项目的安排，到了合同该兑付的时候又找各种

理由推脱。直到李某消失，于大爷等人才惊觉上

当了。

拒不兑付携款潜逃

  接到群众报案后，沙河口公安分局高度重视，

成立以经侦大队警力为主的专班开展工作。

  经查，李某与大连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

为期两年的“门市部聘用经营协议”，双方约定在合

同持续期间，李某可以以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名

义开展旅游业务，但是需要将签约的客户信息以及

收取的旅游款上报总公司，由总公司具体开展旅游

项目安排。李某假借该旅行社有限公司某营业部之

名，实际上却是以自己成立的大连某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非法集资活动。

  李某以高额投资收益为诱饵，采用签订“产品

订购协议”“旅游产品销售合同”“入股协议”等书面

合同的方式，承诺客户在其公司投资不仅保本保

息，还能获得免费旅游项目体验，其以大连某科技

有限公司、大连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某营业部的

名义，吸纳100余名老年人累计300余万元投资款，后

又以疫情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为由，拒不兑付合同内

容并携款潜逃。

追查赃款挽回损失

  此案相关证据初步锁定之后，侦查员开始着手

确定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行踪，但此时李某已潜逃外

地并更换了联系方式。出于对案件后续侦办以及及

时追赃挽损的考虑，侦查员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涉

案资金锁定上。

  投资者交款大多采用现金和银行转账方式，在

对已掌握的李某银行卡查询后并未发现赃款余留，

侦查员在重新梳理100余名投资者的交款方式后，

发现了其中几人采用POS机刷卡方式付款，通过2张

尚能看清具体内容的POS机刷卡小票，侦查员锁定

了李某曾使用的POS机商户编号，追查到该POS机

绑定的银行卡。在发现该银行卡中尚有100余万元

未转移的赃款后，侦查员立即对该银行卡予以

冻结。

  与此同时，结合对李某通话记录和银行账户的

调查，侦查员又锁定一名曾与李某频繁通话联系并

有多笔资金往来的年轻女子。该女子为李某女朋

友，李某曾以该女子名义购置房产一处。获此信息

后侦查员判断该房产有重大涉案嫌疑，遂立即予以

查封。

  在涉案资金去向基本锁定后，侦查员兵分两

路，一方面继续固定证据，另一方面开始着重追查

李某的行踪。随后发现李某不定期来往于大连、本

溪以及哈尔滨三地，并发现在立案前不久李某曾在

某酒店居住，侦查员遂前往该酒店调取监控记录，

锁定了李某经常驾驶的车辆信息，通过缜密布控，

于今年3月将驾车返回大连的犯罪嫌疑人李某一举

抓获。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由于警方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冻结李某银行卡

内100余万元赃款，查封其价值约200万元的房产，使

100余名被害人的损失得以弥补。目前，李某因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查实的赃款已经全部返还被害人，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沙河口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办案民警介绍，此

案是一起典型的涉养老诈骗案，绝大多数被害人年

纪在60岁至80岁之间，受骗金额少则几千元，多则十

几万元。此案的成功侦破，及时为受害群众挽回了

经济损失，严厉打击了养老诈骗违法犯罪行为，依

法严惩了违法犯罪分子。

  本报讯 记者史万森 通讯员李永峰 近

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公开宣判鄂尔多斯市易享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被告人王孝凯等人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重婚罪、窝藏罪一案。被告人王孝凯以

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重婚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被告人被分

别判处3年3个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据悉，该案是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首例宣判的涉养老诈骗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至2018年5月期

间，被告单位易享城公司和被告人王孝凯未经国

家有关部门批准，以众筹入股、免费养老、优惠购

车、化解债务等名义，以支付高额利息回报和赠

送产品、消费卡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

宣传并非法集资。

  易享城公司共向1600余名集资参与人吸收

资金3.62亿元，截至宣判时，已向794名集资参与

人确认集资情况，已确认集资数额为2.04亿余元，

造成集资参与人直接损失1.07亿元。

  被告人王孝凯花钱把自己包装为成功企业家，

把其注册的皮包公司包装成具有国企、央企背景的

大型企业，营造其商业模式“一本万利”“三月回本”

的假象，大肆进行非法集资活动，使得1600余名群

众受害，其中有部分老年人拿出自己的养老钱，在

免费旅游、免费发礼物的诱惑下掉入骗局。

  被骗集资款除给投资人返还利息、收益、本

金外，其他集资款均被王孝凯用于为自己与情妇

购买高档汽车、偿还个人债务等。在无法偿还本

息情况下，被告人王孝凯于2018年6月携款潜逃

境外，后于同年12月28日在澳门被抓获。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易

享城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集

资，数额巨大，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王孝凯具

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其集资诈骗

行为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给集资参与人

造成重大损失。综合考虑后，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组织旅游赠送礼物引诱老年人落入陷阱
大连警方破获一养老诈骗案挽损300余万元

“免费养老”项目团伙主犯被判无期
  本报讯 记者刘中全 近日，吉林省

梅河口市公安局打掉一个以“养老扶贫”

等名义组织实施跨区域诈骗的特大犯罪

团伙，抓获团伙成员46人，扣押冻结资金

2000余万元。

  2021年12月，梅河口市公安机关接到

两名群众报警称，其购买“数字货币激活

卡”被骗。报警人称，网名为“王老师”的微

信好友告诉他们，该数字货币项目包括国

家扶贫养老计划等类型卡片，针对无养老

保障、低收入或无收入老年人群发售，如

果投资成功，投资人可以持卡在各地公立

医疗、养老机构享受免费医疗和低价养老

政策。二人分别向“王老师”提供的银行账

户转账后，始终未收到所谓的“数字货币

激活卡”，于是到公安机关报案。

  梅河口市公安局迅速成立工作专班，

经查发现该案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

的诈骗团伙，他们利用多种社交软件层层

发展下线会员，会员以老年人为主，案件

受骗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

  专案组很快将“王老师”账号背后的

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抓获。根据胡某某供

述，2021年6月至12月，其在明知所谓虚拟

数字货币卡等卡片没有任何价值的情况

下，大量从罗某某处购进这种货币卡，针

对老年人进行宣传售卖。

  专案组根据已掌握情况进行分析，初步掌握了以罗

某某为首的诈骗犯罪团伙人员信息、组织架构和活动窝

点，团伙成员位于广西、安徽、浙江、云南等22个省区市。

  近日，专案组开展收网行动，在各地公安机关配合

下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46名，捣毁窝点20余处、扣押涉

案手机260余部、银行卡200余张，虚假公文、话术账本

等物品若干，扣押冻结资金200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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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近日，在打击整治养

老诈骗专项行动中，重庆巫溪警方成功破获一养老

诈骗案，打掉一伪造“红色文化”收藏品，专门诈骗

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6人，涉

案资金200余万元。

  巫溪县下堡镇77岁的村民夏老，喜欢收集红

色纪念品。前不久，夏老接到一自称博物馆工作

人员电话，推销“×××玉印”“×××国宝”，并称是

难得一见的“红色文化”收藏品，原价29800元和

25800元，“打折促销”后夏老以4900元、3980元价

格各入手一枚。

  经专业机构鉴定，夏老购买的两枚印章系普

通工艺品。家人意识到夏老遭遇诈骗，遂报警求

助。同时，巫溪警方也陆续接到其余6位老年人类

似报警。

  巫溪警方迅速组织警力，成立专案组。经专

案组深挖细查，一个伪造“红色文化”收藏品诈骗

老年人的电诈团伙浮出水面。

  经查，2021年6月，犯罪嫌疑人赵某纠集杨

某、纪某等人购买廉价工艺品，假冒具有投资价

值的收藏品，并冒充“红色文化中心工作人员”或

“博物馆工作人员”，通过打“亲情牌”“免费牌”等

手段获取老年人信任，以“红色文化”、高增值高

回报为噱头，用打折促销、货到付款的形式，高价

售卖假冒收藏品，骗取老人养老钱。

  据专案组民警介绍，截至案发，该团伙向全

国各地共拨打电话86万余次，发售假冒收藏品

1.78万单，涉案金额200余万元，受骗老年人2000余

名，涉及北京、上海、重庆等全国30个省市。

  在彻底查清该团伙组织架构、犯罪事实后，4

月22日，专案组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位

于陕西省西安市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6

人，查扣涉案电脑15台、电话23部，扣押涉案赃款

50余万元及大量书画、雕像等假冒收藏品。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对诈骗养老钱的犯罪行

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伪造“红色文化”收藏品圈走养老钱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尊敬的各位家人们，本公司已于

今日正式挂牌准备上市。公司逐渐步

入正轨，离不开各位家人们相伴，每一

分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

家主营农村墓地的“准上市”公司负责

人动情致谢的“家人”，是一群老年“投

资人”。而所谓感谢的背后，实则是一

场专盯老年人养老钱的投资骗局。

  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这样

一起非法集资案，初步查明被骗老年

人 多 达1 1 0 余 人 ，涉 案 金 额 超6 5 0

万元。

瞄准老人推销项目

  今年4月初，合肥市公安局高新

分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在同一

家公司，花了几万元投资墓地，结果

承诺的利息无法按月支付，怀疑是被

骗了。

  “报警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我

们询问得知他们在公司组织下，曾经

组团去墓地考察过，同去的也都是老

年人。”高新分局经侦大队主办侦查员

张克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高新分局高度重视这条案件线

索，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扩线调查。民

警很快发现，涉案公司负责人系程某，

在外地农村地区经营一小型墓地，因

位置偏僻，墓地销售情况惨淡，便打起

了“让老年人来投资墓地”的主意。

  自2020年起，程某在合肥设立办

事处，安排季某负责管理，并招聘了数

名业务员，陆续开始在菜市场、超市门

口通过摆设展台、散发传单等方式向

老年人推荐“墓地销售”及“墓园投资”

项目，忽悠老年人投资。

多重套路骗取信任

  为了获取老年人的信任，程某、季

某等人采取了多种“营销手段”。

  据办案民警介绍，他们先是施以

小恩小惠，通过请客吃饭、免费送礼吸

引老年人参与活动，组织老年人到墓

地实地考察，让他们放松警惕。之后打

出“亲情牌”，发动年轻的业务员陪老

年人聊天，称呼老人“爹妈”，拉近与老

年人之间的距离。之后再抛出高息诱惑，向老年人鼓吹公司前

景好、能上市，并宣称“投资年化利率高达18%至30%”。

  一些老人面对程某等人的巧舌如簧，失去了戒备心，相信

墓地投资可以稳赚不赔。其中一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先

后7次累计投入20万元。　　

  “受骗的老年人年龄基本上都在65岁以上，投资金额跨度

也比较大，从一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他们大部分跟子女分开

生活，对业务员的嘘寒问暖产生心理依赖，又觉得有钱可赚，

纷纷把攒的资金、退休金拿了出来。”张克说。　　

  一开始，参与“投资”的老人还可以每月领取利息，之后，

程某等人靠拆东墙已经补不上西墙，无法兑现承诺，便以银行

支付系统出现问题、配合上市前准备等各种借口拖延支付利

息。一些老人感觉情况不对，随后报案。

民警主动上门办案

  考虑到很多老人腿脚不便，案发时又正值疫情防控期

间，办案民警主动上门办案。但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有的

老年人起初并不愿意配合，原因是觉得很“丢脸”，不想让子

女知道。

  还有的老人被拿捏住急等钱用的心理，甚至连“救命钱”

都投了进去。“有两位老人身患重病，经济条件其实并不好，被

忽悠认为墓地殡葬业是朝阳产业、稀缺资源，拿出了两万元积

蓄，想赚钱治病，结果雪上加霜。”张克说。　　

  为了帮助老人尽可能挽回损失，专案组民警主动担当起

多重角色。张克说，除了作为侦查员要调查案件，民警也当感

情联络员，及时与老年人沟通联系、疏导心理，还要当财务员，

对每一位老年人的投资情况，逐人登记在册，仔细计算清楚。

同时，公安机关还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5月12日，犯罪嫌疑人程某、季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

己通过“投资墓地”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次日，程某、季某因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高新分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悉，在公安机关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参与“投资”的老人

已经受偿37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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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翟小功 近日，海南省海口市警方

成功打掉一个以“养老旅居基地”为噱头的养老领域犯罪团

伙。这在海南尚属首例。 

  据了解，今年4月份以来，海口警方纵深推进打击整治养

老领域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经线索摸排，发现一个专门针对老

年人，以“养老旅居基地”为由，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家族

式犯罪团伙。     

  5月20日凌晨，海口警方展开收网行动，在海口9个地点同

时展开抓捕行动，以高某清为首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缴获涉案银行卡十余张、涉案印章十余枚、账册50本。

  经调查，该团伙利用名下海南百年好老龄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和海南百年好旅居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为平台，通过网络

推广、印发公司宣传册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虚假宣传，并

与客户签订一系列养老旅居协议的方式，要求客户缴纳3万元

至8万元不等的会员费，根据客户缴纳会员费的多少获得相应

级别的会员卡，持卡可在公司宣传的各旅居基地以优惠的价

格消费，并享受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经警方核实，该团伙鼓吹在海南多个市县设立旅居公寓，

并建有自己的基地，广告宣传中声称的“专业管家服务”“亲情

服务”“常态化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以及基地建有咖啡馆、健

身房、露天温泉、棋牌室、阅览室等活动场所其实都是不存

在的。

  据悉，该团伙欺骗的老年人多达540余人，涉及全国27个

省市。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海口警方将持续全力追

赃挽损，最大限度减少受害人经济损失。

鼓吹“养老旅居基地”收取会员费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