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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公司跑路”事件

各地信息不同步、违法成本低是重要原因
我市已出台相关文件，落实登记备案管理

从7月底至今，本报先后报道了宁波多家房屋租赁公司跑路事件。报道推出后，
本报也接到了许多读者的来电和留言，对此事件表示了高度关注。

在记者报道的宁波奇寓（即苏州奇妙房屋租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50天更换
了两个法人代表、爱尚家公司法人在武汉有“跑路”前科的案例中，就有很多读者留言
称：“这就是典型的诈骗。”“希望法律严惩那些害群之马！”

有的读者质疑：“‘爆雷’的人为什
么还能拿到营业执照？”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市场监管的注册登记系统并未全国联
网，所以就出现了外地“爆雷”的人还
能在宁波注册公司的情况。

鉴于此，有读者呼吁有关部门应
该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相关信息联网，
跨越部门和地域的鸿沟，实现大数据
共享，提高职能部门监管、服务的效率
和水平，尤其是对于像房屋租赁公司
跑路这样的事件，防患于未然比事后
追诉赔偿更加关键。

在这些读者反馈中，有很多人都
在深入反思：“一个接一个‘爆雷’，应

该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体现
在哪里？法律法规为什么约束不了这
类人和公司？”

去年8月中旬，杭州市住建局曾出
台相关管理规定，要求“托管式”住房
租赁企业缴存风险防控金，防范住房
租赁市场风险，保障租户及房东合法
权益。然而，从杭州媒体披露的情况
来看，杭州的房屋租赁公司“跑路”事
件并未因此减少，最关键的一个根源
在于执行难，很多公司并没有缴存这
笔这笔风险防控金。

有读者表示，犯罪成本太低，是导
致“TONY老师、教育培训、装修公司
到住房租赁公司跑路”的根本原因。

“跑路”事件多发，背后存在多方面原因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能避免
“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

对此，有受害者建议：把这些行骗
者纳入征信系统，在教育、医疗、通讯、
交通、金融等方面加以严格惩处，让他
们在宁波乃至全国举步维艰，对法律、

对道德与诚信心存敬畏，从而减少此
类事件的发生。

记者在相关主管部门采访时了解
到，此前大量的受害者已通过社区、街
道、信访、公安、法院等部门反映了他
们的诉求。

市民建议：把行骗者纳入征信系统

为何频频发生？

目前，宁波市有关部门联合下发
了《关于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
的实施意见》。在宁波市住建局的官
方网站上，记者看到，这份文件已经于
2020年10月15日发布。

该实施意见涉及9项内容。其中
最重要的一点是，严格落实市场主体登
记备案管理。要求从事住房租赁活动
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和网
络信息平台，以及转租住房10套（间）
以上的单位或个人，依法办理市场主体
登记。住房租赁企业在开业前，通过宁
波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向企业注
册地住建部门报告开业信息，对拒不履
行备案或开业报告的，列入重点督查对
象，并采取约谈告诫、暂停相关业务、发
布风险提示、将名单推送至全市公共信
用平台等措施。

同时，全面开展住房租赁房源申
报。所有住房租赁企业均应通过租赁
平台申报房源信息，并提交产权人身
份证明、不动产权证明、委托书或托管
协议等资料。房源信息经系统自动核
验后生成租赁核验码。2020年底前仍
未备案和开业报告的住房租赁企业及
其从业人员、未标注租赁核验码的房
源不得发布，已发布的房源一律下

架。对违规的互联网平台将采取约
谈、责令限期整改、关停网站等措施。

推行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加
强对采取“高收低租”“长收短付”等
经营模式的住房租赁企业的监管，指
导相关企业通过租金押金监管、提供
银行或保险机构的履约保函、保证保
险或提取风险准备金等方式降低运
营风险。

加强住房租赁企业信用管理。建
立住房租赁企业“白名单”制度，实施
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对拒不履行开
业报告、租赁合同网签备案、风险防控
机制不健全、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等的
住房租赁企业，依法依规将行政处罚
信息推送到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通知还要求，住房租赁企业要建
立健全投诉处理机制，对住房租赁纠
纷承担首要调处职责。建立部门协同
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各地住建
部门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调查
处理投诉举报，涉嫌违法违规的移交
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移交
公安部门依法查处。

据记者了解，宁波市住房租赁监
管服务平台将于近期上线试运行。

记者 张晓曦

我市有关部门已发布整顿规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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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日，宁波晚报和
甬上刊发了《抗美援朝老兵陈
成余有一个夙愿，想找到战友
的家人》一文。当天，烈士沈吟
的八弟沈祖绵先生主动联系了
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位于
鄞州东湖花园的沈祖绵家中，
聆听了当年沈吟烈士奔赴朝
鲜、保家卫国的故事（详见 28
日宁波晚报和甬上报道）。

令人惊喜的是，28 日上
午，一位老人主动找到慈溪宗
汉街道百两桥村陈成余老人家
中：“我看到27日宁波晚报关
于寻找沈吟烈士亲属的报道，
今天特地找过来了！我是沈吟
的五弟沈祖扬。”

时隔70年，抗美援朝老兵
陈成余终于见到了他惦念70
年的战友亲属。两位老人初次
会面，有道不完的烈士故事和
说不完的家国情怀。

二老回忆
沈吟烈士当年点滴

秋日的阳光，透过窗玻璃
照在饱经沧桑的两位老人脸
上。虽是初次见面，但他们却
显得格外亲切。大家一起坐在
圆桌边，共同回忆着关于沈吟
烈士的点点滴滴。

据沈祖扬老人讲述，在三
哥沈吟当兵之前，他的大姐、二
姐、二哥也都参加了党的地下
工作。

“三哥偷偷报名参军时其
实中学还没毕业，但在政审通
过后家里人还是知道了，我当
时只有十来岁，很多细节记得
不是太清楚，但三哥去当兵的
事我还是知道的。”在沈祖扬老
人的回忆里，那时的三哥皮肤
白皙、朝气蓬勃，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英俊帅气”。

他还记得，在入伍后的前
几个月，三哥曾给家里来过信，
讲他在军营里的生活。“三哥去
当兵的第二年，大概是6月份
左右，二哥沈祖伦曾代表家里
给三哥写过一封信，但很久没

收到他的回信，后来……我们
就收到了他的战友陈大哥寄来
的那封信。”沈祖扬说，2006年
给三哥开追思会时，会上发放
的唯一详细资料就是陈成余写
的关于沈吟牺牲的来信，家人
都很想找到陈老。陈老在信上
说自己是余姚人（1951年百两
桥属余姚县），亲属就托人在余
姚寻找，多年未果。“看到慈溪
日报上的报道后，我才知道我
们住得这么近，所以一大早，我
就让儿子陪着我过来了，我要
当面感谢这位三哥生前的战友
加挚友。”

四个“同时”
让陈成余与沈吟结缘

陈成余老人说，他与沈吟
的相处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一年
的时间，但两人的缘分可以用
四个“同时”来概括。

同时报考参军。1950年，
陈成余在白沙路小学当老师，
同事拿了一份九兵团知识青年
培训班的招生简章给他看，相
约一起去报考。而当时在宁波
三一中学读书却一心想“投笔
从戎”的沈吟，也在同一时间报
考了这个培训班。

同在一个中队又同时入
团。“如愿以偿穿上渴望已久的
军装后，我和沈吟又一起进了
20军教导团，并分配到了同一
中队，还在同一时间入的团。”陈
老回忆，他们所在的六中队当时
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支
部，他和沈吟都很努力，积极要
求进步，所以很幸运地又在同一
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同时分配到民运工作队。
陈老说，1951年，两人一起出征
朝鲜后，又一起被分配到了民
运工作队。“我们虽然同时分配
到了民运工作队，但我们的工
作却不一样，所以后来就很难
再见面了。”让陈老特别遗憾的
是，两人分开后不久，就传来了
战友加挚友沈吟牺牲的消息。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李佳珊

时隔70年的相聚！
沈吟烈士五弟沈祖扬赶到陈成余家中
两位老人会面，说不完的家国情怀

陈成余（左）与沈吟烈士五弟沈祖扬相聚。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