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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醒

老人一步步落入收藏圈套

2018年，胡阿姨途经一家卖
收藏品的店面时，被销售人员殷
勤款待并向她介绍起藏品，从

“专业”的角度分析这些收藏品
的价值所在、升值空间。抱着高
价回报的心理，胡阿姨立马购入
了一套第四版人民币和一套第
五版人民币。

之后，这家收藏品店不断地
给胡阿姨打电话进行回访，推荐
价值更高的藏品，还会不定期地
组织各种活动吸引客户，胡阿姨
很快就成了这家店的常客。随

后，胡阿姨购买了近50万元的字
画、纪念币等，其中20万元还是
向亲戚所借。“这家店承诺把我
购买的藏品放在店里转卖，肯定
能获得更多的回报。”2020年，当
胡阿姨被亲戚催着还款时，她再
次催促收藏品店转卖她的藏品，
然而近一年的时间内并没有人
购买。

焦急的胡阿姨找到另外一
家收藏品公司的杨经理，看过藏
品后，杨经理告诉胡阿姨：“你手
里的藏品很值钱，我们可以帮你

带去外地的贸易会
上出售，价格肯定
翻倍。不过店里有规
定，必须在我们这购买
30万元的藏品，一起转
卖利润更高！”胡阿姨在
杨经理“诚意满满”的多
次劝说下，心中多了几
分信任。

但是，眼下身负债务
的胡阿姨已拿不出分毫钱款，此
时杨经理给了她一个方案：找我
们宦店长借钱！

本报讯 5年前，熊某某为儿子吴某购买
了新房，儿子写下欠条。事后几年，熊某某
没有得到儿子的还款回应。于是，熊某某将
儿子起诉至滨湖区人民法院，近日，法院作
出判决，判处吴某偿还款项81万元和相应的
利息。

2019年7月21日，吴某看中无锡某小区
的一处住宅，于是向母亲熊某某借款买房。
此时，吴某已结婚多年，妻子郁某某也知悉
此事。

熊某某称，儿子当时表示，只要筹到钱
就还款，还特意写下欠条，载明借款金额为
81万元。熊某某仅有存款20多万元，为了
帮助儿子，她向自家亲戚借款60多万元。
2019年7月30日和7月31日熊某某分别转
账 60 万元、21 万元至郁某某银行账户。
2019年8月27日，吴某、郁某某将该81万元
用于购房，登记在双方名下。

2022年，熊某某多次向儿子说起还款事
宜，吴某表示自己手头紧，没有余钱可以支
付。“都好几年了，亲戚们都着急催款呢。”无
奈之下，熊某某将其名下的一套拆迁安置房
卖掉，用于归还部分向亲戚的借款并支付相
应的利息。事后，熊某某发现儿子非但没有
积极想对策，还经常不接自己的电话。期
间，儿媳郁某某还表示该81万元属于赠与，
不同意归还。2023年，熊某某将儿子告上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吴某、郁某某偿还81万元
借款和相应的利息。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写下欠条，郁某某
将该款81万元用于支付其与吴某共同购买
房屋的购房款，应认定郁某某、吴某夫妻有
借款合意、所借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购
房），符合民间借贷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特
征；熊某某作为退休工人并无雄厚财力，故
郁某某主张熊某某向其和吴某赠与81万元
依据不足。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借条、银行转
账、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证据，认定案涉款
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非属于赠与款项。
最终，法院做出上述判决。

法官表示，当子女经济条件有限时，父
母在其购房时给予资助属于人之常情，但不
能将此视为理所当然，也绝非法律所倡导。

根据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的
适用情形，父母对其个人财产享有处分权，
是否资助成年子女由其自由决定，子女买房
是父母出资，除明确表示为赠与外，应当视
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子女负
有偿还义务。 （王佳）

推销推销““收藏品收藏品””““钓走钓走””养老房养老房
七旬阿姨名下两套房被人偷偷卖了

瞄准老年人喜欢收藏的爱好，把“文玩字画”向老人推销，让老人误以为能够高价
变现而持续买入。当老人没钱购买时，商家又盯上了他们的养老房。

无锡年逾七旬的胡阿姨就因为购买“收藏品”被诱导进行房屋抵押，犯罪分子骗
取房产证进行了过户。日前，滨湖区检察院对此案嫌疑人宦某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收藏品骗局已成
为老年消费骗局的“重灾区”。老
年人应警惕各种以“升值”“高价变
现”等为名的推销活动，打消“投小

钱赚大钱”的念头，理性对待“感情
牌”，不盲目轻信，不冲动购买，不
贪不占不上当，涉及钱财交易时，一
定要多和亲人商量。作为子女，应

多关心陪伴家中父
母，加强日常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
思想以及动态，让老人远离诈骗，
安享幸福晚年。（晚报记者 王佳）

胡阿姨抵押贷款的第一套
小房的水电费一直是儿子小陈
缴纳的，2023年7月，收水电费
的工作人员联系他，问这套房子
是否被卖掉了？在儿子的多次
追问下，胡阿姨无奈坦白了一
切。小陈找到胡阿姨办理手续
的材料并到房管中心咨询，才惊
讶地发现胡阿姨名下的两套房
产早已被过户了！

原来，在胡阿姨第一套小房
抵押时，宦某就联系到了陆某
（另案处理），由陆某与胡阿姨在
2021年1月7日同时签订房产买
卖合同、担保合同、借贷合同，并
于同日将上述房产过户到陆某妻
子名下。双方约定：胡阿姨以本
人名下的房产为担保，房产买卖

合同的签订以及房屋过户的目的
是为了保障借贷合同的履行，双
方无真实买卖意思，只有在借款
人胡阿姨违约且无法归还借款的
前提下，陆某在补齐房产买卖合
同约定近40万元房价的差价后，
才可行使该套房产的处分权。然
而，2022年10月，陆某在借款合
同仍在履行的情况下，私自将这
套房产挂卖并售出。

第二套大房是由宦某联系房
产中介人员钱某（另案处理），通过
虚构二人债权债务，于2021年9月
6日将胡阿姨名下该套房产过户至
钱某名下，由钱某作为该套房产的
所有人进行抵押贷款。在2021年
9月至2023年2月期间，该处房产
先后进行了5次抵押贷款，共计抵

押贷款190万元。胡阿姨仅分得
贷款中的30万元，并先后于2021
年9月至10月，用于提前归还陆某
的欠款及利息共计27万元，但陆某
并未归还其小房房产。

在得知真相后，胡阿姨和儿
子选择了报警。经鉴定，胡阿姨
之前购买的“名家书画”总共仅
值数千元。滨湖区检察院以诈
骗罪对宦某提起公诉，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了解了胡阿姨的情况，宦某
表示可以帮她想想办法，在得知
胡阿姨名下坐拥两处房产时，当
即建议拿出一套小房进行抵押，

“你绝对不会亏，等去贸易会卖

了藏品后肯定会帮你赚回来。”
胡阿姨认为这是个能“帮助”到
她的人，很快便带着自己的房产
本和宦某一同去了房管中心。

由于老花眼看不清合同的
内容，在宦某的口述下，胡阿姨
签了字，并收到25万元的借款。
照之前的约定，胡阿姨用其中的
18万元购买了宦某店内的几幅
字画，剩余的7万元也被宦某以
房屋过户需要手续费、借款需要
支付利息为由转走。胡阿姨仅
带走了两幅字画，其他藏品都放
在宦某店内，等待售出。

2021年，观望一年的胡阿姨
发现自己的藏品还是没能卖出
去，她多次联系宦某，对方给的答
复均是：现在行情不好，交易会延

期举办，还得再等等。而到了年
末，宦某却告诉胡阿姨，25万元借
款已到期，必须要还钱了。

欠了亲戚的钱没有还完，房
屋抵押的借款又都投给了收藏
品，胡阿姨一下子慌了。此时，
宦某又向她提出了一个新的方
案：将名下另一套自住安置房通
过过户来抵押贷款，去还前面房
子抵押的借款，这样前面房子的
抵押就解除了。

轻信了宦某的话后，胡阿姨
把另一套房的房产证给了宦某，
跟上次一样，宦某负责准备材
料，胡阿姨就负责签字，殊不知
自家房子正在被偷偷转移。

抵押房屋借款继续买藏品

两套养老房均被骗子过户

警惕“高价变现”等推销活动

母亲状告儿子
偿还购房款
法院：支持

除明确表示赠与外
子女负有偿还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