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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付150万元
房子竟无法交易
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妻子黄

女士都来自云南。2010年，妻子

先到上海，在浦东新区张江镇一家

企业工作。2013年，刘先生大学

毕业后，也在浦东新区一家机械厂

担任了技术员。2019年，两人登

记结婚。几年的时光里，刘先生和

妻子勤勤恳恳、省吃俭用，他们有

着共同的“小目标”——在上海买

套房，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今年，宝宝出生后，夫妻俩把

父母接到上海照看孩子。“家里上

有老下小，这几年，我们也有了点

积蓄，就决定在川沙买套房。”于

是，刘先生和妻子来到川沙新镇华

夏二路的链家门店,经过一次次看

房，选中了华夏东路上银龙小区内

一套85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房子。

“房子售价差不多330万元，

中介费约6万多元。我们跟中介

和上家签约，付清了115万元首付

款，就准备办过户手续了。”3月6

日，刘先生带着购房合同、身份证、

户口本、孩子的出生证明等相关证

件，来到张杨路2899号的浦东新

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张杨路受理处

办理房产过户审核。交易中心工

作人员告知刘先生，5个工作日

后，会电话告知结果。

3月10日，交易中心的来电让

刘先生和妻子彻底惊呆了！工作

人员称，这套房屋暂时不能交易，

理由则是：夫妻名下的各自家庭都

有房产。

夫妻都“被结婚”
名下都“有房产”
各自家庭！都有房产？一石

激起千层浪。3月11日，刘先生立

即赶到房产交易中心，问明原因。

经过查询，工作人员回复，刘先生

妻子黄女士的“家庭关系”里，已经

拥有一套房产，位于浦东新区唐镇

齐爱路99弄小区，产权登记日为

2020年11月。

“我和妻子2019年结的婚，她

怎么可能又在2020年和别人结

婚买房呢？”刘先生立即提出质

疑，要求调阅涉事房产的相关资

料。没想到这一看，更让他目瞪

口呆：自己的妻子居然跟一名陆

姓男子有一张登记日期为2020

年6月30日的“结婚证”！对此，

黄女士无比委屈，“我从来就不

认识这个人！”

匪夷所思的事接踵而来，据房

产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查询，刘先生

本人名下也有一套房产，位于潍坊

西路1弄，产权登记日为2020年7

月。“那我是不是也‘被结婚’了？”

就在刘先生刨根问底的时候，工作

人员出示了一张他与一名俞姓女

子的结婚证复印件。

信息可能被盗
公安机关已立案
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会

发生在自己和妻子身上呢？刘先

生思来想去，发现他和妻子的个人

信息很有可能被盗用了。有人在

伪造结婚证后，取得购房资格，买

下了房子。于是，他马上报警。事

发后，刘先生曾去过潍坊西路，尝

试与俞某联系，但对方不承认盗用

过刘先生的信息。

刘先生回忆，这几年，夫妻俩

因在上海租房，曾将身份信息提供

给不少中介，“现在想来，可能就是

因为这样泄露了个人信息，让别人

拿去做了这种事情。”

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在上海

购房存在着一定的政策限制，或

许让一些不法中介找到了所谓的

“商机”，通过伪造结婚证件等手

段，为那些没有结婚、却又想在上

海买房的单身人士非法获得购房

资格。这背后或许存在着“黑色

产业链”。

刘先生说，最近几个月，他和

妻子面对着“双重压力”，几乎彻夜

难眠：一方面，夫妻双方“被结婚买

房”，房子无法过户；另一方面，按

照合同约定，6月底之前要完成交

易，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面临巨

大经济损失。他急切希望，相关部

门能够尽快查明真相，还他们“清

白之身”，早日走出当下的困局。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

涉嫌触犯刑法
应加强信息联网
就此事，记者咨询了上海善法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秦裕斌。

他认为，姓名权和婚姻自由都是公

民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公民的

姓名被他人冒用并伪造结婚，以

此规避上海购房政策的相关限

制，此举不仅侵犯了公民最基本的

人格权利，还严重损害了公民合法

的购房资格（侵占了购房额度），且

使之面临买房违约的风险。这种

行为，已经涉嫌触犯刑法第二百八

十条之买卖国家机关公文，伪造、

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

章罪；如果明知结婚证系伪造或者

明知身份证系非法获取，仍为了自

己能够买房而使用，同样可能构成

前罪的共犯。

秦裕斌建议，跨部门之间应加

强信息联网，“如果民政局和房产

交易中心关于婚姻信息是互通的，

那么，企图伪造的婚姻关系就不可

能在之前一次的买房过程中被通

过。”同时，他也特别提醒广大市

民，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一

方面，甄别、挑选靠谱的中介与合

作伙伴，谨慎提供信息；另一方面，

切勿将身份证随意借给他人，以免

造成个人身份信息泄露，为不法分

子所利用。 本报记者 徐驰

别웞솩럖뇰“被뷡믩싲랿”
遭퓢“链즫닺튵솴”息탅쾢

家住杨浦区延吉中路的重残

女孩小江向“新民帮侬忙”紧急求

助，4月上旬，她核酸检测结果呈

阳性，十多天后检测为阴性，但5

月8日再次被检出阳性。小江

说，直到目前，整整1个多月了，

虽多次反映，始终无人上门为她

复测，“随申码”红码无法转成绿

码，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随后，

在记者帮助下，小江终于做了核

酸检测，目前她的“随申码”已经

转绿。

核酸检测一月没做
“我真的好想出门去晒晒太

阳，呼吸下新鲜空气……”电话那

头，小江忍不住低声抽泣，话语中

充满着无助。小江患有类风湿关

节炎，生活不能自理，属于一级肢

体残疾人员。由于双臂没有力

气，她无法握住听筒，讲了几句

后，电话就交给了小江的母亲钟

女士。钟女士告诉记者，今年4

月初，家中三口人核酸检测都是

阳性。之后，小江的父亲被送到

方舱治疗，而钟女士和女儿居家

隔离。4月中旬，母女俩核酸检测

为阴性。但5月8日，检测人员上

门采样，女儿又呈阳性。5月14

日，检测人员再度上门，但只对钟

女士采样，没有对小江复核。如

今，夫妻俩都已恢复“绿码”，只有

女儿还是“红码”。

两种方案无法落地
钟女士表示，她多次向居委会

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居委会说已

经上报，让我们自己去二级以上医

院做核酸，离家最近的是新华医

院。”对于这一处理方法，钟女士认

为，小江1个多月没有做核酸，尽

管连续多日抗原自测是阴性，但无

法排除阳性的可能。在“警报”没

有正式解除前，随意出入小区是

否会存在防控风险？

记者致电小江所在的杨浦区

控江路街道欣辉居委会核实情

况。相关负责人回复，他们已将

小江要求上门检测的诉求上报街

道，“红码人员自行去医院”的方

案正是街道给出的。随后，欣辉

居委会又来电答复，他们想到了

另外一个办法，即钟女士夫妇充当

采样员，出小区拿到棉签后，再回

家为女儿采样。“我和她爸爸根本

没接受过培训，这能保证检测的准

确性吗？”对于居委会的这一方案，

小江一家依旧“无能为力”。

记者介入红码转绿
在记者介入下，小江在家中先

做了抗原自测，确认阴性后，为避

免可能出现的交叉感染，在小区附

近的核酸采样点结束正常采样后，

坐着轮椅全副武装来到了那里。

居委会随即开辟“绿色通道”，检测

人员为小江做了单人单

管的采样，结果

为 阴 性 。

之后，又经过多次核酸检测，小江

的“随申码”已经转为绿码。

回想这段经历，在向各方

表达感谢的同时，小江呼吁，

在核酸检测常态化的情况下，

能不能给予重度残障人士

等以更加人性化的关怀，

为更多行动不便者定期

安排上门采样，不要

让他们成为“被遗

忘的人”。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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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转阴再次复阳 一个多月无法复测

重残女孩被赋红码难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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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和妻子来沪打拼近十
年，好不容易攒了些积蓄，想买套房
子，过上更安定的生活。谁知，夫妻
俩在房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审核时，
却被告知“夫妻名下的各自家庭都有
房产”，也就是说，夫妻各自都“结过
婚”，还都“买过房”。这究竟是怎么
一回事？对此，记者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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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造的结婚证复印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

核酸检测 听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