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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 局 “低息贷款”，环环相扣
在本报热线接待室里，罗

大爷跟记者讲述了他的经历。

2009 年，罗大爷打算贷

款为儿子买辆车，但手头又

没有足够的现金，还差 14 万

元。“我就用房子抵押，在银

行贷了 14 万元，后来我看到

一则贷款广告，说是利率比

银行低。”

于是罗大爷联系上对方，

一位李先生接待了他，并表示，

可以帮忙贷款，“他说，先帮我

把14万元贷款还清，让我拿回

抵押的房产证，然后再用房产

证抵押贷款。”

一番权衡之下，罗大爷准

备从李先生那儿贷款，“可他又

说，我岁数大了，以我的名义贷

款银行不批，让我把房子过户

到他名下，再帮忙贷款。”当时，

罗大爷提出，把房子过户到儿

子名下，再以儿子的名义过户，

“但他说，我和儿子都姓罗，过

户手续办不了。”

记者 马冰璐

近日，合肥市民罗大爷致电本报热线称，他以房贷款，没想到却被骗，“不仅一套价值50多万的

房子没了，还损失了11万多元。”

星报追踪
星报追踪

八成受访者不愿施舍
除了解热心读者的想法外，记

者昨天还走上省城街头采访了50位

司机和路人。其中，八成受访者与

大多热心读者一样，对此种装残疾

扮可怜而乞讨的行为十分反感。

在长江路与金寨路交口，司机

张先生说起“红灯乞讨者”就显得异

常愤怒。他说自己开车多年，经常

在等红灯时被这些乞讨者“吓”到。

张先生说：“本可以靠自己的

劳动过生活，却非要装残疾乞讨，

同情他们就是纵容投机取巧的行

为。”

司机宋先生说，他很讨厌一些乞

丐在红绿灯口乞讨，这样太不安全

了，碰到这种情况，他绝对不会施舍。

虽然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不

应该施舍这些“红灯乞丐”，但还是

有一些司机和路人，心中有些纠结。

“天这么冷，风还那么大，有时

还抱着个几岁的孩子，也不容易！”

车主吴女士这样告诉记者。

此外，有些长期驾车的男司机

也说有时会给这些乞丐钱，“有的时

候看见这样的乞丐，会愿意给他一

点钱，当做善事，希望自己路上都能

顺顺利利。”当记者提及这些乞丐给

安全带来的不良影响时，这位司机

师傅也很困扰，“所以我们也挺矛

盾。”

居住在这些乞丐“工作点”附近

的居民在表达对这类现象的厌恶

时，也会偶尔提及他们的不易。“他

们中午想去面馆吃碗面，老板都不

让进去，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

处，这些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

部分市民也很纠结

低息贷款帮你忙？老汉丢钱又失房
警方：“无抵押贷款”、“快速贷款”、“信用贷款”大都是骗局

由于急于贷款，罗大爷并未

多加思索，当即同李先生办理了

过户手续，李先生向罗大爷提供

了一纸手写“协议”，约定此房屋

不得出售。“后来贷款也下来了，

一共25万多，可我一分钱都没

拿到，除去他帮我还的14万元贷

款，剩下11万多全被他装进口

袋。”而让罗大爷更为气愤的还

在后面，“按他的要求，从2009

年7月起，我每个月还向他还款

2000元，前后还了近1年。”

直到一两年前，合肥市瑶

海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寄到他

家，罗大爷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了，“那时候，我才知道，房子

已被他过户到一个丁女士名

下。”随后，罗大爷“被迫”走上

了法庭，“这场官司让我从自

己的房子里搬出来了。”

最近，瑶海区法院判定新

房主胜诉，罗大爷将面临无家

可归的境遇，谈起以后的生活，

他轻轻地叹口气说：“不行，就

只能睡大街了。”退休后，他一

直靠着 1000 多元退休金过日

子，还要负担小孙子的抚养费，

如今，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兼职

“巡逻员”，在小区巡夜，“这样

一来，每个月能多600元收入。”

“我也报警了，但警方看完

我带的材料后，说证据不足，无

法立案。”而那位李先生，早就联

系不上了，两次过户的相关材

料，他从头到尾也没拿到过，“如

今，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丢钱失房，无家可归凄 凉

针对罗大爷反映的情况，

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黄莉

莉律师说，建议罗大爷利用手

头上的相关材料，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处理此事，同时她还

表示，如果罗大爷愿意，她可以

为他提供帮助。

而对于罗大爷即将无家可

归一事，黄律师说，罗大爷可以

将自己的实际情况向法院执行

局反映，看能否与新房主协商

处理。

建议走民事诉讼途径律 师

对此，合肥警方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常见的“无抵押贷款”

“快速贷款”“信用贷款”等小广

告，很多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诈

骗陷阱，希望市民保持警惕。

而这类案件的作案手法实质上

相当拙劣，只要市民坚信“天上

不会掉馅饼”就不会上当。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千万

不要相信此类广告，谨防上当

受骗，如果遭遇此类诈骗，可立

即拨打110报警。

遭遇此类诈骗，立即报警警 方

在采访结束时，罗大爷说，

两年来，他一直在为这事奔走，

但基本没什么头绪，“我想以我

的经历，提醒一下广大市民，特

别是老年人，千万不要相信此

类‘优惠’的贷款，别再中了骗

子的圈套。”说完，他迈着沉重

的脚步，消失在记者的视线中，

背影显得格外无助。

记者手记

手脚都健全，
怎走行乞路？
八成受访者反感装可怜乞讨者

张梦菲 马芹芹 记者 李尚辉

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却要扮可怜，“变身”马路红灯乞讨者。昨天本报对

此报道后，读者纷纷致电本报，大多读者认为这种行为属于投机取巧，不值

得可怜，如果施舍，还会助长他们好逸恶劳的恶习，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自己

的劳动踏实生活。

施舍不是帮助是放纵
读者小杨是一名年轻女子，她

说自己以前看见路边乞讨者经常会

给一些零钱或吃的。但当她开车频

繁遇到“红灯乞讨者”后，不禁觉得

这些乞讨者很自私，为了讨点钱完

全不顾道路交通情况。

“他们有手有脚，你给了就助长

了他们好逸恶劳的习惯。时间久

了，他们甚至会把别人的同情当做

谋生乃至发财的手段。”为此，小杨

呼吁大家都不要理这些乞讨者。

“每次碰到一些年轻的妇女背

着孩子站在寒风中乞讨，心里就倍

加气愤，因为这样的母亲根本就不

称职，但觉得孩子可怜，有时还会给

予施舍。”司机黄先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