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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是被广东省深圳市开设盛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给“坑”的。公司成立于2015年3
月，由犯罪嫌疑人何某开设，何某现在还在逃。

公司的大致架构是：副总姓黄，下面有徐
某等7个总监，杨某等20多个组长。发展了两
年，有员工80多人。现在，27名犯罪嫌疑人已
经被依法批准逮捕。

他们的诈骗套路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步，锁定对象。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

搜索，在他人手中以1200元的价格购买了20
万条股民信息，之后由业务员进行联系实施诈
骗行为。联系的方式有群发短信、直接电话联
系等，从而锁定对象。

第二步，诱骗股民炒现货石油等。利用购
买的股民信息，通过员工假扮成专业指导老师
或其他客户“做托”的方式诱骗股民在湖南湘
商、大连清源、四川润通等平台上投资炒现货

石油、新能源、PVC等，并谎称投资资金与国际
市场接轨。实际上，投资资金并未与国际市场
接轨。

第三步，骗取手续费。在客户本金启用杠
杆加倍的同时，向客户骗取加相应杠杆后的手
续费用作业务提成。据介绍，客户启用的杠杆
为30-50倍不等，手续费为万分之六至万分之
八再乘以杠杆倍数，买一手一进一出手续费约
1000元左右。

第四步，故意造成客户亏损。在过程中，
还恶意指导客户反向进行操作，故意造成客户
亏损，将亏损本金转化为公司盈利用于瓜分。

怎么让客户深信不疑，一点点泥足深陷
呢？他们还推荐被害人进入直播平台，听“老
师”讲授投资课程，进一步引诱被害人。

就这样，杨先生边听直播边在老师的指导
下炒现货，一个月亏了40多万元。

跟着“专家”炒现货，一天赚30%利润？
实际上他一个月亏了40多万元
利用非法现货平台实施诈骗，27个骗子已被抓

“您好，要不要投资现货原
油？正规现货交易平台、专业
操盘手指导，一天赚 30%利
润，动动手指就挣钱……”类似
的电话，您是不是也接到过，有
没有一丝心动?

杨先生跟着“专家”炒了一
个多月的现货，亏了40多万
元。这只是运气不好吗？实际
上，这是个大骗局，他只是其中
一名受害人。

记者昨天了解到，江北
区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了
27名犯罪嫌疑人，他们
大肆招揽股民在非法
现货平台进行原油、
新能源、PVC 等投
资，诈骗 320 余万
元。现在，该案还在
进一步侦查中。

股民炒现货一个月赔了40多万元

相比客户亏损的“惨状”，盛仕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从高层到下面都赚得相当多。

被害人投资炒的新能源、PVC、原油等仅仅
是指数，不存在实物交割，客户资金不流入投资
市场，客户亏损部分全部归入盛仕公司所有。

据介绍，公司的收入是这样的：组长组员
收入为2000至3000元的底薪及每手40元至

50元的提成，总监收入按其手下组长组员所经
手客户交易总手数提成，何某等部分高层还参
与客户亏损本金的分红。

这样说，可能还有些抽象。从具体数字
说，本案业务员靠手续费提成最多一个月可收
入几万元，手下有四、五个业务员的小组长一
个月最多可收入几十万元。

诈骗公司业务员一个月至少赚几万元

检察院工作人员介绍，这一诈骗背后隐
藏着庞大的黑色产业链，凸显打击难问题。

“该类犯罪之所以得逞，除了被害人缺少投
资专业知识、风险意识不强，犯罪嫌疑人在
资产管理公司的掩护下假扮专业指导老师和
其他客户‘做托’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公司
有看上去正规的现货平台、直播平台支撑，
能够提供看似正规的投资渠道，以此获得被
害人信任，反向指导被害人，慢慢骗取资
金。”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现货平台之下，除了
盛仕公司，还有几十家签约公司。虽然，目前
仅侦破一家公司，但仍可窥见背后隐藏的黑色

利益链条。
同时，非法平台长期存在，凸显监管缺失

问题。本案的几家现货平台，几乎均未经国家
有关部门审批，未取得金融交易从业资格，且
多数处于不规范运行状态。如：平台封闭，资
金不与国际接轨；利用高杠杆，从客户手中骗
取高额手续费；平台炒的所谓现货，仅仅是指
数，没有实物等。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被害人共12名，
涉及浙江、广东、山东、江苏等地，分布较为广
泛，取证难度较大。而且从盛仕公司的运营情
况来看，实际的被害人远远不止这些。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吴国昌

诈骗背后隐藏的黑色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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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路余 行者）慈溪
一名女子因为拖欠千余元的物业费，被物业公司告上
了法院。她不仅断然拒绝法官调解，而且既不在法定
时间内向法院提交答辩状，在开庭时也不现身。直到
被慈溪法院判决败诉后，这下子急了眼，又荒唐地跑到
法院无理取闹，认为只要自己没有出庭，法官就不能判
案。近日，慈溪法院审结的这起追索物业费纠纷案件，
着实让人啼笑皆非。

这个官司还得从一笔不过千余元的物业费说起。
王某是慈溪某小区的业主，因一直拖欠着物业公司千
余元的物业费，经多次催缴仍无果后，被物业公司在今
年2月份告上了法院。

该案承办法官在了解案情后，第一时间联系到了
王某，告知她因拖欠物业费已经被诉至法院的事实，并
希望她能来法院与物业公司试着调解。然而，电话那
头的王某一听自己成了被告，当即断然拒绝了法官的
调解提议，还没等法官把话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既然调解无望，承办法官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向王
某寄送了该案的起诉状及相关证据副本，连同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等一系列材料。可是，过了一周左右，
这份快递又被退回到了法官手上，批退证明上书“经电
话联系，电话拒收”。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
定代收人拒绝签收，文书退回之日即为送达之日。所
以，案件并不会因王某拒收法律文书而中止。虽然等
到计划中的开庭之日，王某始终未现身，但法院仍在审
理后，作出了支持原告物业公司诉请的缺席审判。

收到法院的判决书后，王某急眼了，竟跑到法院吵
闹。原来，王某认为，她当时没有签收邮寄的诉讼材
料，法官就不能判案，即使判了也是不作数的，还口口
声声让法官取消判决，这让当时在场的众人都哭笑不
得。

本报讯（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张奇平 蒋
琴） 自己手机坏了竟然想到去偷个手机用，不料偷了
iPhone 6s Plus不会用，他竟然随手就丢到了陌生人
的电瓶车筐里。

4月9日下午，鄞州区东吴镇的田女士在东吴菜场
买菜时，发现兜里的手机不翼而飞了，随即报警求助。
田女士发现手机还能打得通，只是没有人接，根据手机
自带的定位功能，田女士发现手机就在菜场附近。随
后，在民警的帮助下，田女士在菜场旁边的一辆电瓶车
车筐里找到了手机。

这手机好端端的怎么跑到别人车筐里了？警方调
取菜场监控录像，发现田女士在菜场肉摊买肉时，一名
男子趁其不备从她的上衣口袋将手机偷走。

民警根据监控内犯罪嫌疑人的长相，开展调查走
访，很快锁定了对方的身份。次日上午，在暂住房内将
犯罪嫌疑人段某抓获。

段某，男，58岁，四川人。经审查，段某说，自己的
手机坏了，就想偷一部手机用用。他前一天下午去菜
场买菜，看到田女士上衣口袋露出手机，于是将手机扒
窃到手后离开。段某走出菜场后才发现，偷来的手机
太高级，和他以前用过的手机操作方式完全不同，没有
按键无法打开，一时间不知道怎么使用。弄了半天仍
然不得其法，一怒之下，他就把手机随手扔在菜场门口
一辆电瓶车的车筐里。

段某目前因涉嫌盗窃被警方刑事拘留。

这个小偷太“任性”

偷个高档手机不会用
随手扔进电瓶车筐

以为不出庭就无法判决
败诉后急红眼大闹法院
这个拖欠物业费的业主丢人丢到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