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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房不成
定金损失怎么办？

2022年3月，吴女士想将两居

室置换为三居室，以便于改善全家

的居住环境，于是便将自己位于松

江区的房屋在上海链家挂牌出售。

不久后，李先生（化名）就看中了吴女

士这套房屋，支付定金5万元。与此

同时，吴女士也在看房，并通过上海链

家看中了一套位于闵行区的房屋。在

支付业主王先生（化名）30万元定金后，吴

女士安心等待下一步交易。

可没想到，变故就在这段时间

发生了。

吴女士的买家李先生购房资金

出现问题，导致吴女士的卖房流程

被迫中止。而卖房出了问题，买房

自然也受到了影响。一来二去，吴

女士不仅换房不成，还面临25万元

的定金差额损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了解，这次交易实际上是一

次“五连环单”，也就意味着有五个

家庭参与其中进行房屋买卖交易，

而问题就出现在第一环的客户身

上。事实上，在置换需求占比较大

的上海，连环单交易十分常见。而

连环单交易牵涉人数多、环节复杂，

本就容易产生风险，一旦有一环出

现问题，延误时间进度，其他环的交

易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身处“第三环”的吴女士，

权益和损失谁来保障和承担呢？

保驾护航
让买房没有后顾之忧
服务吴女士的上海链家经纪人

小张，在得知变故出现的第一时间，

就立马进行了上下家的沟通。小张

说：“客户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里非

常着急，不过之前有对她介绍过上

海链家的安心服务承诺，即便出现

问题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损失，

让客户安心一些。”

最终经过2个月的沟通，第一

环客户还是没能签约，导致连环单

解约，吴女士也因此需要承担25万

元的定金差额损失。不过，由于吴

女士的买房和卖房都是在上海链家

进行的，符合安心服务承诺中“换房

解约 补偿损失*”条款的规定（*表

示具体详见上海链家相关细则，下

同）。最终，上海链家履行承诺，承

担了吴女士25万元的损失。

对此，吴女士表示：“幸好是找

了链家，如果是在小中介进行交易

的话，钱款损失都不知道去哪里弥

补。也要谢谢小张，服务很到位，沟

通、处理都很高效。”收到赔付款的

吴女士，对链家和链家的经纪人更

加信任，后续的买房依然在链家进

行，依然是小张帮助她买到的。

如护栏般
根植于链家基因的安全感
一座桥的护栏，虽然你不一定去

扶它，但当你通过有护栏的桥时却不

会感到害怕。可想而知，对于消费者

来说，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有“确定

性”的保障才能让人有安全感。链家

的安心服务承诺就如同护栏般，守护

着房产交易中消费者的“安全”。

早在2017年，上海链家就推出

了八大安心服务承诺，并在此后的

几年内不断升级，全面覆盖了二手

房、新房、租赁三大板块。今年，更

是新增了“不利设施，签前披露*”和

“租住安全，补偿损失*”，并将原有

的“物业欠费，先行垫付*”扩充为

“物业交割，损失垫付*”，对消费者

的保障力度拓展到新的宽度。

对链家来说，承诺的价值不在

于口头说说，而在于能够真正地执

行。截至2022年11月底，上海链家

累计支付安心保障金54269笔，累计

金额10.64亿元，每一笔真金白银的

赔垫付，都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安家

梦，都守住了房产交易安全的底线。

房产交易与其他消费的不同点

在于交易金额大，交易环节多且隐

藏风险无法完全避免。因此，作为房

产经纪公司，链家服务的目标就是让

消费者顺利地完成交易，帮消费者把

好交易安全这道关，为此链家在很多

方面都在不断探索和完善。

就消费中“投诉难、解决慢”的

问题，2018年链家推出“30124”链享

无忧客诉体系，要求客服部门接到

客诉后30分钟内反馈，12小时内提

供解决方案，24小时内进行结案，这

让“售后端”的客诉服务更加透明高

效，让赔垫付款项能够快速执行到

位。数据显示，目前除了一些需要

长时间调查的复杂案件之外，链家

客诉24小时结案率已经可以达到

87%以上，客户满意度也随之提升。

链家COO王拥群表示：“无论

是安心服务承诺，还是‘30124’链享

无忧客诉体系，我们都希望能够长

期、持续地传递出品牌安全感，以身

作则地带动上海房地产经纪行业发

展的正循环。”

连环交易“翻车”，25万元损失谁买单？
买房子，付了定金却

没能成交，真金白银的损
失谁来承担？后续的购
房如何进行？

从看房到付定金再
到 解 约 ，上 海 的 吴 女
士（化名）经历了漫长又揪心
的几个月。

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正从以前的

“感情陪护”“免费体检”“赠送礼品”等形

式，不断向投资、传销领域转变。今年4

月，公安部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上海警方紧盯养老诈骗突

出问题，坚决斩断养老诈骗犯罪链条，先后

捣毁养老诈骗犯罪团伙39个，查处冻结涉

案资金4.5亿余元。

“限量销售”不限量
据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庄莉强

警官介绍，健康养生领域一直是涉老诈骗

的重灾区。而近年来随着各种网络平台的

兴起，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逐渐向旅游、投

资、传销领域演变。犯罪团伙利用“网络引

流+线下推销”等方式，虚构夸大投资理财

“增值收益”或者所谓收藏品“艺术价值”，

吸引老年人购买，甚至针对老年人资金状

况分类销售。

家住浦东周浦的曹女士退休后喜欢刷

短视频。今年7月，曹女士在直播间一时

冲动买了“百年银元”“传奇领袖”“辉煌百

年”等3套纪念币，转账支付了近4000元。

但收到的纪念币粗制滥造，分量很轻，根本

不像纯银制品。意识到可能被骗，曹女士

向警方报案。根据曹女士等不少老人报

案，上海浦东警方成立专案组，邀请浦东新

区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处、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等部门

提前介入，开展调查。

专案组发现，犯罪嫌疑人杨某、李某、

杜某等人在本市开设销售公司，招揽人员

在短视频直播间宣传推销纪念币、纪念章

等所谓收藏品，号称得到了“中国金银币协

会”“中国收藏品鉴协会”“南京一币有限公

司”等“官方机构”授权。实际上，这些“官

方机构”都是杨某在香港注册的空壳公司。

截至案发，犯罪团伙累计生产销售20

个品种产品，包括100枚一套的“帝王币”，

蹭“航天热”的“航天币”，传统“生肖币”等，

价格从99元到1980元不等。这些所谓的

纪念币都是在温州一家小作坊生产，“传世

银币”根本不含银，“限量销售”也不限量，

买多少就生产多少。

今年9月16日，上海警方开展集中收

网，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收缴大量自产

自销的纪念币、纪念章以及相应模具、生产

设备等，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

“拉人头”传销诈骗
今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发现

某商务楼有老年人频繁进出，经营业态存

疑。暗访发现，这家公司先通过“免费旅游”

“一元换购黄金饰品”等手段吸引老年人，随

后“投资顾问”会推荐投资“刷脸支付”的“高

科技创业项目”，号称使用该软件消费可返

利，充值成为“高级会员”就可“躺着赚钱”。

老年人按照6个会员等级缴纳198元

至25万元不等的会员费后，只要不断推荐

给其他人下载并充值，推荐人就可以得到

40%—75%的发展下线奖励。由于承诺回

报率远高于普通投资理财产品，不少老年

人拿出了全部养老金。

这是典型的“拉人头”式传销诈骗。专

案组会同专业机构梳理审计资金流水10

万余条，后台数据500万余条，厘清了公司

实际控制人曹某为核心的家族式犯罪团伙

组织架构，固定了犯罪证据。9月16日，专

案组分赴本市及全国各地，抓获以传销组

织骨干曹某为首的团伙成员16人，捣毁从

事传销违法犯罪的总部及分部5个，缴获

涉案资金1000余万元，成功实现了从“后

台开发”到“前端运营”的全链条打击。

办会员还能“赚钱”
类似案件还有不少。去年10月至11

月期间，很多老人在嘉定城中路某大型商

场附近散步时，收到一家名为“万逸旅游”

的公司派发的广告宣传单，声称与外省某

市政府合作开发旅游项目，只需支付4000

元便可在3个月后连本带利收回5000元，

同时获得公司会员身份，可在合作旅游景

点享受餐饮住宿等“旅游度假专项服务”。

不少老人经不住业务员日复一日的电

话宣传推销，缴费签订了所谓“会员协议”，

协议除了承诺“旅游度假专项服务”、每月

赠送优厚积分外，还赠送周边游一次。11

月22日，该公司组织了已办理和准备办理

会员的老人们前往江苏太仓旅游，包办了

路费和餐费，还开展了“追加投资砸金蛋”

的活动，参与活动的老人都收获了诸如鸡

蛋、米油的奖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

旅游后第二天，该公司突然消失，只留下空

空荡荡的办公室。

今年6月和8月，嘉定警方在浙江宁波

先后抓获公司法人代表葛某和团伙主要犯

罪嫌疑人臧某、袁某，之后陆续在全国多地

展开抓捕，将另外8名团伙成员悉数抓获。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最近，黄桃罐头火了，频上热搜引发

热议。在不少城市，这种平日里乏人问

津的食物一夜之间身价倍增、一罐难求，

甚至还有人将黄桃罐头列入新冠预防囤

货清单，全网寻觅。

黄桃罐头真是神药罐头，有治疗新

冠的奇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黄桃罐

头本身就是食品，没有任何药效作用，也

不能代替药品。黄桃罐头的走俏背后，

是对疫情焦虑心情的写照，亦有对美好

童年的追忆。

黄桃罐头的“火”始于北方。据说，黄

桃罐头就是东北孩子的童年记忆。物资

贫乏的年代，生病了，父母就能用平日较

为昂贵的罐头食品慰藉幼儿。如今疯抢

罐头的背后是童年滤镜加持的结果。不

少网友坦言，抢的是罐头，念的是美好。

还有网友认为“桃”寓意“逃”，病毒见了自

会逃之夭夭——“桃”避疫情。

从美好寓意角度来说，食用黄桃罐头或许会

让人心情愉悦，但真拿这个当药品来用，那就大错

特错了。从科学角度来说，黄桃罐头更像是甜蜜的

安慰剂，无法缓解疾病症状。尤其是咳嗽时不要食

用，还可能会加重症状，因为寒凉食品对气道会造

成一定的刺激。食用水果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如

果确诊新冠，一定要科学使用药物进行治疗。

若是信了“‘桃’避疫情”，该戴的口罩不戴，该

吃的药不吃，会加剧感染风险与疾病症状。科学

防护、合理囤货，首先需要进行信息甄别，好好学

习官方发布的个人防护手册，对“偏方”等抱有怀

疑态度，才能做到火眼金睛、明辨真伪。

随着我们对新冠病毒，特别是奥密克戎变异株

的认识不断深入，大家对“通过科学防护与治疗就可

以平稳应对”已有共识。每个人都是防疫的第一责

任人，除了要保持自身判断力、不被周围情绪所裹挟

之外，也需主动学习防疫政策与措施，比如在居家隔

离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此外，勤洗手、戴口罩、少聚

集、规范接种疫苗等防护措施也应得到认真落实。

“银币”不含银！
旅游能“赚钱”？

上海警方摧
毁养老诈骗犯罪
团伙39个，挽回
损失4.5亿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