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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蒋长顺 温珉玥

宣称有可靠亲戚在社保局上班，有能力可以帮忙补

缴养老保险和办理退休等业务，即使没有工作也可以帮

忙寻找“挂靠公司”。三年时间内，凌某以帮助办理退

休、补缴养老保险为借口，诈骗金额共计41万余元。近

日，经湖北省丹江口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凌某因犯诈骗

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8万元，

责令退赔被害人相关损失。

谎称有门路可办理退休

“老板娘，帮个忙，麻烦帮我把现金转到微信上。”

2020年春，凌某如往常一样又来到某饰品店，找店主蒋

某帮忙将现金通过微信转账给她。

“凌姐啊，现在都用手机支付，你怎么手头上有这么

多现金啊。”店员小张见凌某每个月都来店里将现金换

成微信零钱，便询问道。凌某告诉小张，其丈夫办理了

提前退休，她这么做是为了方便使用退休金，并声称其

姑姑在上级社保局上班，可以帮人办理提前退休，对于

没有工作单位的人，也可以通过找公司挂靠劳动关系、

补办假工资单的方式补缴职工社保，正常领取退休金。

“只是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有点麻烦，需要给点手续

费。”凌某所说的手续费其实就是好处费，她说只需一次

性给3万元好处费打点关系，便可成功办理。虽然费用

很高，但小张想到事情办成后丈夫每月都有了基础保障，加上自己每月

打工的工资，两人晚年生活会轻松不少，不免动了心。2020年9月，小

张向凌某转账3万元，并将其丈夫的身份证、社保卡、户口本等资料都提

供给了凌某。

凌某对小张说：“因为一年只有两次审批，2020年的审批时间已过，

2021年4月一定能办下来。”凌某的话给小张吃了一颗“定心丸”。其

间，凌某多次以审批等原因拖延办理时间，让其耐心等待。

“退休办下来了，你重新办理个存折，退休金马上就能到手了。”直到

2022年1月，凌某将退休证拿给小张，小张夫妇为感谢凌某，邀请凌某

一家吃饭，并给了她2000元红包。

2022年3月，凌某再次找到小张，声称像小张这种没有工作单位缴

纳社保的，她也可以帮忙找公司挂靠劳动关系，办理退休手续，领取退休

金，即使资金周转不过来也没关系，她可以先帮忙垫付。随即，小张便让

凌某帮忙办理了自己和姐姐的两份退休手续。截至案发，小张累计共转

账给凌某13万余元。

从此，凌某能办理退休的消息在小张的亲戚、朋友中传开。凌某用

相同的手段，先后骗取店主蒋某、张某甲共28万余元。

退休金打款方是一家旅游公司

“今天发工资了，你们快看看手机。”2023年8月，凌某再次来到饰

品店，告诉小张和蒋某她们应该收到退休金了。

小张和蒋某的手机同时收到一笔1428元的转账，备注显示为“退休

金”，转账方为河南某旅游公司。“这转账单位怎么是公司啊，不应该是社

保局吗？”面对两人的质疑，凌某解释说：“这是由公司代发的，如果你们

不想这样，下个月重新给你们办社保代发。”虽有疑惑，但想到只要能每

月领钱就行，而且之前小张丈夫已持续领取了一段时间的退休金，两人

也就没再多问。

然而到了2023年9月，又到了该发退休金的日子，两人均未收到钱

款。转眼又一个月过去了，两人的账户上依旧没有进账。感觉到不对劲

的两人到社保局查看，发现她们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两人便找凌某理

论，凌某解释说帮忙办理的人都挂靠在河南的一家旅游公司，社保还未

转到本地，最近正在办理开票并把关系转过来，让她们再耐心等几个月，

毕竟办理手续较为繁琐。直至案发，两人均未收到退休金。

谎言被揭穿

此后，小张等人多次向凌某询问办理情况。迫于压力，2023年11

月1日，凌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2月6日，该案被移送至丹江口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查明，代

发“退休金”的旅游公司由吉某负责，凌某找到吉某时正值疫情，旅游公

司负责的项目已经停业，账户没有流水，吉某考虑到公司账户如果长期

没有流水就会被银行认定为睡眠账户，便答应帮助凌某转账。

凌某给小张丈夫办理的“退休证”是其在网上找办假证的店铺制作

的，其也没有在上级社保局上班的亲戚，一切均为谎言。经审查，2020

年3月至2023年10月，凌某以帮助办理退休、补缴养老保险为借口骗

取小张、蒋某、张某甲3人41万余元，其中6万余元被凌某以发退休金的

名义返还给被害人，剩余35万余元被其挥霍。2024年3月11日，该院

以涉嫌诈骗罪对凌某提起公诉，6月4日，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涉案手机及办理的假退休证涉案手机及办理的假退休证

交
三
万
元
就
能
按
月
领
退
休
金
？

“贴心”小姐妹
说能帮忙找工作

小兰和阿梅原是同事，两人情同姐妹。

2019年，小兰从原单位离职，之后一直没找到新

工作。阿梅得知后，热心地告诉小兰，说自己有

关系，可以帮她找一份体制内的安稳工作。“最

开始，她给我介绍了一份在城投公司的工作。”

小兰说，上岗前，阿梅陆续让她交了1万元钱，包

括所谓的工作服、培训费、股权认购费、新公司

募集等。那时，刚好处于新冠特殊时期，虽然没

去单位，却也收到了工作服以及逢年过节的一

些福利。

“后来，阿梅说她认识的领导调到了市政

府，又让我跟着去那边搞个事业编制。”在办理

入职手续期间，一位自称是“市政府人事专员”

的人加了小兰的微信。他告诉小兰，事业编制

需要缴纳车险、子女医保等费用，还要去领导那

边“打点打点”。就这样，小兰又陆续开支了几

万元。然而，这次事业编制又由于领导变动等

原因，没有最终落实。

阿梅遂向小兰承诺，一定会帮她找到合

适的工作。“后来，她给我介绍了档案馆、图

书馆的工作，但我一天班都没上过，连面

试、体检都没有过。”小兰也曾觉得不对劲，

可转念一想，阿梅看起来那么老实本分，家

里确实也有政府资源，虽然每份工作都没能

到岗，但在入职过程中，也都跟相关领导有

过联系。在她看来，阿梅也许办事不力，却

没想过阿梅会骗她。

“神通广大”的她
还能帮买房帮落户

2018年下半年，为了小孩读书，小兰卖

掉了自己名下的房产，想置换一套学区房。

阿梅说，自己父亲在城投公司拆迁办工作，

有办法以较低的价格买到翰林兰庭的房子。

小兰对此深信不疑。两人看完房子后，很快

就有办证中心的沈总和孙经理、房管处的赵

主任等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小兰，以房子需要

交定金、契税、银行保证金、土地划拨费定

金等理由，前后要走了1万多元。折腾了一段

时间，房子又没买成。

2022年，为了“弥补愧疚”，阿梅继续给小兰

出谋划策。她表示，自己可以想办法搞一套学

校附近的公租房，帮她把户口挂靠过来。阿梅

给小兰找的“公租房”，就在秀湖边上。小兰交

了各种费用后，带着孩子在“公租房”居住了一

年多，可迁户口的事依然没有着落。眼看孩子

就要上小学了，小兰心急如焚，两人还为此发生

了争执。

2023年，小兰一怒之下报了警。直到警方

介入，小兰才知道，自己整整被骗了5年。所谓

的帮找工作、帮买学区房、帮落户，全是假的！

1人分饰多个角色
行骗5年多

“我真没想到，她一直都在骗我！”得知真相

后，小兰崩溃。她不断地回想起，这几年来，自

己一次次被骗的经历。

小兰认为，这5年来，阿梅每次帮忙，都煞有

其事。在阿梅帮助介绍工作的过程中，自己都

曾与那些单位的领导建立过联系，其中不乏副

区长、银行行长、图书馆馆长等“大人物”。在帮

助买学区房、帮落户的过程中，前后也有不少

办事人与她联系。“其实我也怀疑过，但我总

觉得，不可能这么多人联合起来骗我吧。”

可事实上，这些人都是阿梅自己一

人假扮的。阿梅从网上购买了许多流

量卡，假冒相关工作人员与小兰联

系。为了取信于小兰，也花了一些本

钱。比如，每次给小兰“介绍”工作，

都会给小兰买工作服，安排入职体

检等，尽量在流程上显得逼真。实在编

不下去了，才以领导调走等为由，谎称

为她再找其他工作。一方面，阿梅一直

资金紧张；另一方面，小兰确实也好

骗。于是，就一直骗了这么多年。

经秀洲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定，

2018年6月到2023年11月期间，阿梅

共计从小兰处诈骗14万余元。而这些

钱，早已被她挥霍一空。案发后，阿梅的

家人帮她退出了所有行骗所得。秀洲区人

民检察院认为，阿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共计14万

余元，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因

其有自首、退出违法所得等行为，在量刑上建议

酌情从轻处罚。最终，阿梅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帮找工作、帮买学区房、帮落户……

热心肠的“老实”朋友
5年骗她转账400余次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黄爱丽

5年时间内，被同一个人骗了400余次，听起来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却在现实生活
中真实上演了……

最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这样一起诈骗案。被告人阿梅（化名）扮演区
长、行长、图书馆馆长等角色，以各种理由从好友小兰（化名）那里“搞钱”400余次。直到
案发，小兰依然不敢相信，自己竟陷入“盲区”一直被骗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