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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通道成私家车位 路变窄了电瓶车难开

“购买休闲养生卡，能退本金拿利息！”当初说得“花好稻好”
的事，没想到6年后竟是一场心酸。市民吴女士近日向“新民帮侬
忙”反映，母亲瞒着子女们从2016年起在一家公司购买“社区养
老”产品，可现如今70万元被“套”，承诺的本金加利息不见踪影。

变相操作
本金可退且利息高额
吴女士的父母都已70多岁。母亲姓曹，

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常年服药；父亲患帕金

森症和阿尔茨海默病10年，现已是中晚期，

必须24小时有人陪伴服侍。父亲患病后，他

的钱基本都是由母亲保管打理。

吴女士告诉记者：“那天我去看望父母，

发现母亲状态不好。一再追问下，母亲才吞

吞吐吐说出了她被‘龙骏家园’业务员忽悠

投资，越投越多，现在钱取不出来的事情。”

她说，父母退休后因身体不好，就想把手中

有限的积蓄利用起来，希望以后尽量少给子

女增加负担,“2016年，母亲接触了‘龙骏家

园’社区养老模式，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活动.

在业务员的游说下，逐步投资“龙骏家园”，

后来就被深套了。”

从表面看，曹阿婆购买的是养生卡。记者

发现在多份深圳前海龙骏家园养老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甲方）和曹阿婆（乙方）签署的“龙

骏家园休闲养生卡协议”上，都是这样约定

的：曹阿婆向“龙骏家园”购买金卡，有效期5

年内，可在公司养生基地累计居住840天（标

间或大床房）。按单次购卡金额10万元计算，

这等同于一晚标间的价格是119元。

在该协议书的补充条款中，双方又有约

定：如果约定时限内840天居住权未使用，公

司将10万元居住权款项办妥返还。记者注

意到，多份“养生卡协议”补充条款中的“约定

时限”，有的出现了1年期限，也有2年、3年期

限，而协议内容中约定的金卡有效期都是5

年；另外，1年（365天）显然无法和“840天居

住权”对应。“当时业务员向我妈妈的解释是，

卡的使用有效期是5年，但你只要满1年、2年

或3年的存期，只要没住过房，都是退钱的，相

当于就退还本金了。”吴女士说，母亲将此视

作一种“存款”，没有使用过一天居住权。

除了本金可退，还有“高额利息”的诱

惑。记者看到，上述多份协议书中还都附加

了另一份委托协议，曹阿婆（甲方）委托河南

省龙骏家园酒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乙方），

将部分房屋使用权交由乙方对外租赁，并向

曹阿婆支付租金。委托协议中的期限出现多

个版本，有1年100天房屋使用权租金9600

元、2年240天20760元、2年200天19800元，

也有3年300天30600元的。委托期限与上

面的“存款期限”是对应一致的。“租金就是给

我们的利息，一般是半年一付。”

老人深套
到期续存又债权转股
吴女士告诉记者，龙骏家园公司打着

“分时度假”“候鸟养生”“社区养老”的旗号，

对关注旅游、养老的老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既能便宜住房，又是一种高息储蓄”。

最初几年的形势很乐观。“1年期到了，

业务员就会打电话来，鼓励母亲‘续存’。”据

吴女士统计，从2016年起，母亲陆陆续续投

进70万元，收到的收益回报有12万元。但

慢慢地，龙骏家园公司的一些做法偏离了正

常轨道。

业务员为了吸收存款不择手段。今年2

月和3月底，曹阿婆分别在外地和被疫情封

控在家，业务员要将她的20万元存款“续

存”，不惜“代签”了曹阿婆的签名。

吴女士说，后来公司说要上市，忽悠母

亲签了30万元的债权转股权协议。记者看

到，2份债转股协议书中，甲方是曹阿婆，乙

方是深圳前海龙骏家园养老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此外，一份的丙方是深圳松筠健康养

老产业有限公司，涉债权总额是20万元；另

一份的丙方是深圳松柏健康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涉债权总额是109000元。“债转股协议

要素不清，甚至‘松柏公司’成立日期还是在

我们签债转股协议的日子之后。”吴女士说。

11月8日，曹阿婆有一笔投资到期，要

求公司向她退还本金，但公司告知：现在没

钱！曹阿婆左思右想不对，多次催讨，龙骏

家园的态度始终是：现在没钱，啥时有钱不

知道。据吴女士统计，母亲70万元投入中，

有10万元到期了但没有退还，1.6万元收益

回报被拖欠。“其他60万元或在存期中，或被

转移到了债转股。”

公司回应
今年才发生资金困难
记者致电龙骏家园公司，一位负责人针

对业务员“冒充签名”一事称，业务员没有经

过客户授权，是不会帮客户签名的。但吴女

士表示，当时父亲要用钱看病，母亲明确向

业务员表示这2笔“不续存”。

对方解释，他们是实体公司，在全国有

14个度假基地，“不管你是投资，还是养

老，在2020年之前我们都是运作正常的，即

便是2021年底，也是一直在正常兑付的。”但

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因旅游度假和酒店运

营受到冲击，才开始不能正常兑付。对方并

称遭遇了“经济滞缓”，有资金困难，“现在的

情况是要求现金流去支付，但现金流没有得

到增长。”

对方表示，接到客户投诉后，公司会根

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处理协调此事。

但截至记者发稿，吴女士反馈，龙骏家

园至今没有退钱。在公司现场，吴女士遇

到多名和母亲遭遇类似的市民前来讨钱，

“都是今年收益没给，到期的本金没退”。她

说，现在对方公司提供了几个方案，如让他

们买外地的房子，债转股，或转另一家公司

重签协议。“我们都认为不靠谱，对方是在刻

意拖延。”

目前，吴女士已向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办公室举报此事。本报记者也

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陈浩

小区乱停车问题已多次被曝光 居民们盼尽早制定停车规则

家住杨浦区阜新路169弄小区的

多位居民近日向“新民帮侬忙”反映，

几年以来，每到晚上，小区里机动车违

停在消防通道上，消防安全隐患丛生。

记者来到现场后看到，小区道路比较

狭窄，停放的数十辆机动车将消防通道完

全占去，中间仅剩一条狭窄的通道。“别说

是机动车了，连电瓶车都很难开进来！”居

民胡女士说。记者在小区里走了一圈，发

现面包车、货车甚至还有出租车等随意停

放，“见缝插针”，将消防通道当成了私家

车位。

居民说，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的乱象，

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居民王先生

更是直言：“居委会办公室就在消防通道

的旁边，平时为何不加强管理呢？”还有

居民讲，小区物业同样只负责劝阻，要真

正管起来，恐怕很难。

其实，本报不止一次报道过该小区的

停车乱象，但每次，都陷入“反复治、治反

复”的尴尬。对此，物业经理曾经对记者

表示，一方面会加强管理，一方面牵头居

委、物业和业委会，制定小区停车规则。

而从记者现场踏勘的结果来看，这些承诺

都没有兑现。

“至今没有开始征询停车规则，从今

年2月拖到现在，阿拉是天天提心吊胆。”

有不少业主就表示，小区一旦遇

失火和急救等大事情，消防车、救

护车开不进来，那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居民们都盼望着，相关部门能够综合

施策，小区居委会、物业尽早制

定停车规则，真正下决心解

决这一顽疾。

本报记者

徐驰

本养生卡能拿息还能退本？
了旬阿婆投了00套元被套！

■ 公司宣传的“分时度假、候鸟养生、社区养老”理念让老人动心

▲ 补充协议是变相承诺返还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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