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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业务员谎称公司有高收益理财产品
伪造公章诈骗客户90余万元获刑10年

本报讯（通讯员 胡佳瑶 记者 江跃中）

被告人王某曾任某大型保险公司业务员，他谎

称公司有多款年化6.5%至9.4%的理财产品，用

伪造公司公章等手法，诈骗3名原保险公司客户

共计90余万元。经黄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7

月15日，法院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判处被告

人王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2019年12月，被害人李磊和赵芬（均为

化名）来到某大型保险公司购买寿险，认识了

保险业务员王某。随后，王某一直与两位客

户保持私下联系。2020年，王某因生活拮据，

萌生了诈骗客户钱财的想法。

当年7月，王某上门拜访客户赵芬，其朋

友李磊也在，王某便向二人虚构所在保险公

司有一款年化6.5%、为期一年的线下理财产

品，每购买10万元可返现800元。王某称，因

他们是老客户，所以特意留了名额，数量不

多，先到先得。李磊和赵芬出于信任，当天通

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购买了20万元和10万

元的理财产品。而后，王某将事先伪造并盖

好公章的理财合同交给二人。此后，王某更

加殷勤拜访，因为李磊购买的金额高，便送给

李磊2条10克的黄金，继续以8.8%、9.4%等

高年化收益理财产品为名，诱骗李磊和赵芬

购买。截至2021年5月，李磊和赵芬共9次向

王某购买了约80万元的“理财产品”。

2021年7月，李磊和赵芬在王某处购买

的理财产品到期，王某却迟迟不能交付本金

和利息，引起了二人不满。王某借机以需要

规范原合同为由，收回了李磊和赵芬手里的

假合同。王某交代：“这些假合同是证明我诈

骗行为的证据，我怕对方交给公安机关，所以

一定要拿回来。”李磊和赵芬心中愈发怀疑，

便用手机拍下合同内容，来到保险公司查询，

却被告知该公司根本没有相关理财产品。这

份合同是假的，二人遂报警。在此期间，王某

的保险客户张玫（化名）报案称，她同样被王

某哄骗在某金融App上贷款10万元，购买了

年化25%的保险公司理财产品。

受理案件后，检察官立即进行审查，逐渐

查清案件事实。原来，王某有犯罪前科且沉迷

彩票，因手头拮据，便盯上了几位年纪较大、手

头又有闲钱的中老年人，利用自己保险业务员

的身份，取得对方信任，从而实施诈骗。

答 问收征
市民求助：
林先生同胞兄弟姐妹四人，林先

生是大哥，下有大妹、小妹和小弟林

某，其父母在上海有一套公房（以下简

称系争房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

氏四兄弟姐妹均出生于此。系争房屋

共计85平方米，林氏兄弟姐妹四个家

庭的人员也长期居住于此。1991年，

小弟林某的单位为其增配了一套面积

为32平方米的公房，配受人为林某妻

子项某及儿子小林一家三口，其一家

三口的户籍随后也从系争房屋迁至增

配房屋。2003年，林先生购买商品房

后，其和妻女一家三口搬出了系争房

屋。2005年，大妹购买商品房后，和丈

夫儿子从系争房屋搬出。2007年，小

妹购买商品房后，其一家三口也搬出了

系争房屋。虽然林先生、大妹、小妹三

家搬出居住，但户口并未迁出。2008

年，林某一家三口的户口迁回系争房

屋。2009年6月，在老父亲的要求下，

其他三兄妹签字同意将系争房屋的承

租人变更为林某。2010年和2011年，

父母亲先后去世，林某夫妇将单位分配

的公房出售，搬入系争房屋居住。

2021年5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

收范围。同年6月28日，林某作为承

租人和征收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协

议，该户选择货币安置，拟获得征收补

偿款共计1300万余元。征收时，系争

房屋内有兄妹四家各三人共计12人

的户籍登记在册。林先生和大妹、小

妹多次找到林某协商征收补偿款的分

配问题，林某夫妇明确表示，自己是房

屋承租人和实际居住人，其他人都是

空挂户口且他处有房，基于亲情，自己

一家三口要拿到全部征收补偿款的一

半，其余一半让给其他三兄妹。

律师帮忙：
林先生和二位妹妹找到我们，

我们详细了解了全部案情，认为系

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应该在除林

某妻子项某和儿子小林以外的10

个户籍在册人员中分配，承租人和

同住人原则上应当均等分割，林某

一家要求得到征收款的一半，有违

法律规定。首先，项某和小林不符

合同住人的条件。林某一家三口

曾享受过福利分房，尽管林某将分

配的公房出售，但不能否认他们已

享受过福利分房的事实。根据相

关政策和法律规定，项某和小林不

能重复享受公房征收福利，其二人

应被排除系争房屋的同住人地

位。林某虽享受过福利分房，但因

其是系争房屋承租人，依然可重复

享受本次征收补偿利益。其次，林

先生等三户人家的九人均应被认

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林先生和

二位妹妹户口报出生在系争房屋

内且曾长期实际居住，截至征收补

偿时户口从未迁出，且他处未享受

过福利分房，也未在他处享受过动

迁福利，因此其三人当然应被认定

为公房同住人。

至于三人的配偶和孩子，要么

基于婚姻关系户籍迁入，要么是户籍

报出生，且他们均在系争房屋长期实

际居住，虽后因他处购买商品房后搬

出系争房屋，但其购买的商品房本身

并不具有福利性质，不属于排除同住

人地位的“他处有房”，此情形并不丧

失系争公房同住人地位。

后林先生三兄妹委托我们代

理诉讼维权。9名原告把林某一家

三口告上法院，要求依法分割征收

补偿利益。我们作为原告代理人，

调取了林某一家享受过福利分房

的相关材料。法院判决认定项某

和小林并非系争房屋同住人，无权

享受征收补偿利益。最终法院判

决10个人对征收款予以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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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在册12人，为何最终10人享受征收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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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项阿姨来找我，让我劝劝在北
京工作的女儿回上海。项阿姨看上去
十分焦虑。
项阿姨与丈夫是知青，回沪后，两

人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不久结婚，婚后
多年才生下女儿。女儿机灵可爱，夫妻
俩视其为掌上明珠。女儿二十岁那年，
与项阿姨相濡以沫的老伴突发疾病离
开人世，从此项阿姨与女儿相依为命。
项阿姨对女儿相当依赖，即使女儿考进
大学，项阿姨也是天天电话不断。女儿
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只
要到点没回家，项阿姨就不断给女儿打
电话。
一天，女儿告诉项阿姨要去北京出

差，谁知一去不回，至今已五年。原来，
女儿五年前是去北京应聘，进入当地一
家公司工作。女儿勤奋肯干，深得领导
赏识。领导也是位女性，十分喜欢项阿姨
的女儿。女儿从打字员做起，现在已进入
公司管理层。去年公司准备进一步发展，
成立了新公司，女儿经推荐她担任了新公
司的法人。这本是好事，但项阿姨怕女儿
承担法人的责任，就一直劝女儿回上海工
作。眼看女儿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项
阿姨又在为女儿的婚事担忧，怕女儿在北
京成家后再也回不来了，于是天天催促女
儿回来。
女儿开始还可以跟项阿姨沟通交流，

说说自己的工作情况，让妈妈放心。可时
间一长，女儿失去了耐心，发展到对项阿姨
的“关心”感到厌烦，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
接。焦虑万分的项阿姨，天天寝食难安，于

是来找我。
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项阿姨身

上。我跟项阿姨说，第一，女儿的上司
是个女同志，凭这点你就应当放心女儿
的安全。第二，我网上查了一下女儿所
工作的单位，是一个很正规的单位。女
儿现在已经在这个单位的管理层了，说
明她的工作是很顺利的，也是有成绩
的。第三，公司领导创办了新公司，让
女儿当个法人代表，说明对女儿很信
任。何况女儿也是三十来岁的成年人，
自己也会拿捏。至于这个法人代表的
责任，我认为可以提醒女儿注意，但不
能因噎废食。
实际上，项阿姨主要是一个人在家

比较孤单。随即我跟她女儿通了电话，
对方告诉我，当初离开上海，就是受不
了项阿姨对自己不可理喻的“看死钉
牢”。她也想过让项阿姨来北京一起生
活，但就是受不了母亲无端的“管教”，
因此采取了“躲避政策”，五年来也不敢
回上海，怕来了回不去，也不敢接母亲

去北京，怕影响工作。其实项阿姨女儿是
个通情达理的孝女，只要母亲不横加干涉
她的工作、生活，她会考虑接母亲来京，以
后有机会也可回沪发展。当然，我也批评
她不该排斥项阿姨的电话、微信，甚至探
亲，这样只会加重母亲的焦虑。
对方接受了我的批评。同时我对项

阿姨说，首先，对女儿在京的工作、学习、
生活应当放心。至于女儿找对象，那就看
缘分了，如果女儿在京找到了对象，你以
后也可以搬到北京去住。现在女儿不肯回
来，主要是你不尊重女儿，作为母亲还是要
尊重女儿的意愿，你可以多参加社会活动，
多外出旅游，不要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女
儿身上。 人民调解员 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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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在校学生在母亲陪同下来到

嘉定公安分局黄渡派出所求助，女孩因错信

骗子的刷单兼职骗局，不惜向网购平台打“白

条”近1800元，谁知“零花钱”未见到账，所欠

“白条”还得拿暑期勤工十天的工资来还。

7月24日下午2时20分许，大二学生小陈

在母亲陪同下到黄渡派出所求助，称遇到网

络诈骗，无端欠下购物平台近1800元的“白

条”。据小陈讲述，近日暑期在家，她无意中

在网上看到了招募购物网站刷单的兼职信

息，见信息中言之凿凿，且要求操作的购物平

台也是平日常用的网站，便报了名。很快，有

人联系了她，让她通过在平台上“打白条”的

方式，购买了一款近1800元的轮胎商品，可当

小陈按对方要求完成付款及评价后，却不仅

没收到任何许诺的酬劳，就连她支付的货款

也石沉大海。面对小陈的质疑，对方要她再

刷几单，才能一并返还钱款与报酬。小陈这

才意识到被骗，赶紧在母亲的陪同下到派出

所报案。

黄渡所民警王情矫获悉情况后，第一时

间指导小陈母女通过与网站客服说明情况，

将这笔订单做了退货退款处理，将所有钱款

退回到小陈的“白条”账户。民警也就骗子的

诈骗手法与今后如何抵制诱惑防范诈骗，为

母女现场做了讲解。警方提醒，当下正值暑

假，不少学生都会选择做暑假工赚取零花钱，

但与此同时，各种网络兼职骗局也开始频繁

出现。其中，谨记刷单即诈骗，千万别上当。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王晟迪

暑假兼职当心“刷单”骗局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俊 记者 江跃中）

连续高温天让人感觉热力难挡，如果在眼前摆

上几盆绿色的植物，似乎能清凉不少。近日，

黄浦公安分局小东门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企业

报警称，摆放在其办公场所门前的一盆栽被

盗，损失价值人民币900余元。

民警到达现场了解到，该企业办公场所

门前摆放了五六盆植物盆栽，被盗走的褐色

浅盆里种着一棵铁树。经过办案民警仔细查

看案发地的公共视频，发现有一白衣男子在

当日中午12时许，沿街骑着自行车来到企业

门前，见四下无人，该男子立刻俯身抱了一个

盆栽就走了。

经民警进一步调查和走访后，在案发当日

上午锁定了嫌疑人陈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派

出所内开展询问调查。

到案后，陈某对自己盗窃植物盆栽的违法

事实供认不讳。据了解，陈某已退休，由于退

休前从事绿化工作，对绿植盆栽很是喜爱。事

发那天，陈某独自一人骑车来到案发地附近散

心时，发现有家公司门口的铁树盆栽小巧玲

珑，便萌生了偷回家养护的念头。

最终，黄浦警方依法对陈某作出了行政拘

留的处罚，被盗的盆栽也已退还给受害人。

室外盆栽不翼而飞
作案过程被全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