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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称投资烟草
用高利息集资

许总还是许姑娘的时候就很拼。

早年经亲戚介绍，她跑到了大连，开过

快餐店、药店，卖过包，也卖过水产，但都不

太顺利，收益并不是很好。但她总是不放

弃。

后来，她认识了好友周某。周某有个亲

戚在烟草局上班，2010年陷入困境的许总由

此看到了机会。

她想到，可以借着好友的这个背景，以做

烟草生意为由，向别人借点钱花花。只要资

金能周转，啥都会好起来。

于是，许总开始对外谎称，好友亲戚在

烟草局当领导，有渠道可以让大家投资烟

草生意，利润非常高。烟草是国家专卖，为

了使投资人相信她确实有渠道变通做烟草

生意，许总每每大把大把买烟直接送给对

方。

几乎所有的投资人都收过她送的烟，大

家都觉得，许总诚意满满，确实有路子。

当然，这还不是吸引别人来“投资”的主

要原因，最让投资者动心的还是她许诺的高

利润。最高的是投资 135 万，3 个月便能赚

60万，如果投少一些，投80万，2个月也能保

证赚10万多。

骗局很逼真，她像真做香烟生意一样，给

投资人报每批次的香烟种类、数额、投资金

额、投资时间等，并在一开始按时返还当初约

定的利润。其实，她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窟窿

只会越来越大。

投资人被骗得团团转
连家人都不能幸免

陈某孙某是许总的投资人之一。

在案发前，他们对许总深信不疑，因为看

到过各种报价单和合同。从 2012 年至 2014

年11月，两人共投资了2970余万元，而许总

也按照约定给他们打收益款，两人先后也得

到了利润2128万余元。

就在他们盼着早点把本金收回来的时

候，许总突然出事了。

知道真相后的陈某孙某捶胸顿足，原以

为自己捡了大便宜，实际上亏进去 800 多万

收不回来了。

对于诈骗的事，许总的妹妹、儿子和女儿

都不知道。家里人听说她在帮别人搞投资也

心痒，要许总帮忙一起投点资。

很快，儿子用房子贷了150万元，加上儿

媳妇的 100 万嫁妆和孙子的教育培养经费

30万，都投在了妈妈这里。

许某女儿早出晚归辛苦做箱包生意，好

不容易赚了200万元，也投给了妈妈。

不过，许总借着资金周转压力大为由，没

有给儿子和女儿分过“利润”，只说以后会一

起补上。

儿女们谁都能怀疑，还能怀疑亲妈？

事后法官也问过许总，明明是自己设计

的骗局，为什么还要接受儿女的投资来坑他

们呢？

许总说自己也不清楚当时是怎么想的，

只是需要钱，所以儿女们愿意给她钱，她没理

由不收。如果不收，儿女会怪她帮别人投资

却不帮自家人赚钱，况且她又不能告诉子女，

自己在外面搞投资其实是骗人的。

她说，自己当时已经骑虎难下。

诈骗来的钱有不少用来行善
她说这样良心好过一些

然而，许总还有另外一面。

许总“有钱”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

是给寺庙捐钱，经常一捐好几万，直接带了几

沓现金送给方丈。因此，她在圈子里名气很

大，甚至有寺庙的负责人主动联系她，让她结

缘。

许总从来不会拒绝。

此外，许总还心系贫困山区，时不时捐钱

捐物。在不少受助者眼中，许阿姨就是个与

人为善、功德无量的大好人。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许总用来行善的钱

其实都是骗来的赃款。她行善的目的，是在

不断欺骗中寻求一丝良心上的安慰。

但是，不管她如何调配，资金的缺口却是

越来越大。走投无路之下，她开始买彩票，一

般一次就买 2000 元。从 2012 年到案发，共

花了 200 万元左右。不过，期待的大奖一直

没中。

她终于东窗事发。此时，许总已经非法

吸收资金 1 亿余元，诈骗事实共有 34 起，造

成被害人本金损失4464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许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本报记者 陈栋 通讯员 李洁

温岭石塘人许女士许总，今年 53岁，女强人，一身打扮时尚洋气。在圈里圈外，她身上最

大的标签还不是大老板，而是大善人，多年以来她给庙宇、贫困山区捐款捐物没有断过。

所以，近日温岭法院这一纸判决书公之于众的时候，大家都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判决书上白纸黑字：许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4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2年。

许总犯下的，乃是集资诈骗，5年里，她骗了整整1个亿，甚至连儿女的钱都被她骗了。

她走过的，是一条双面人生之路。

远近闻名的“大善人”
5年集资诈骗1个亿
连儿女们的钱也骗

捐钱行善是为了良心上得到一丝安慰

本报讯 昨天下午，在高速交警宁波支队，彭先生紧紧握

住了林先生的手，不停说着感谢，并拿出一个厚厚的红包，要

塞到对方手里。林先生笑着婉拒。

这背后，是发生在高速上的一个暖心故事。

7 月 21 日下午，彭先生开着面包车带着一家人从舟山桃

花岛返回绍兴柯桥，途经余姚服务区时车辆左后轮突然爆了！

“一声巨响，车辆失去控制，侧翻，而且一直侧滑着撞上边

护栏，原地转了一圈才停下，我们一家人都困在车里。”由于车

辆侧翻，车门被挡，一家人无法打开车门离开。惊魂未定之

时，更危险的情况发生了，“车尾部冒出了黑烟，我听到家人在

惊恐地喊救命，我也拼命地踹着前挡玻璃，可是驾驶室无处借

力，用尽全力踹了好几脚，都没能踹开。”彭先生回忆说。

车尾的黑烟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危急，就在这关键时

刻，一名陌生男子出现在车头，他用力从外面将前挡风玻璃踹

开，将彭先生拉了出来。之后，他和彭先生一起，将车内的人

一一救出。

就在所有人逃出后不到2分钟，面包车瞬间被明火吞没。

高速交警、消防、120急救车随后抵达现场展开施救。十

几分钟后，大火被扑灭，面包车烧得只剩下一个铁架子。

当彭先生回过神来，想要感谢那名好心人时，对方已经开

车离开了。

“太感谢那位好心人了，如果不是他，我们一家七口就凶

多吉少了！”彭先生说，他只记得好心人大概三四十岁，中等身

材，驾驶一辆小轿车。

怎么找？彭先生只得求助高速交警。终于，彭先生见到

了救命恩人。

“那天我和老婆送女儿去杭州培训，亲眼目睹面包车侧

翻，我看情况不太对，就在路边停了车。”林先生说，他跑过去

时，黑烟来得太快，隐隐约约还冒出了火光，“实在不能耽搁

了，我看挡风玻璃已经有裂痕了，马上朝挡风玻璃踹去，感觉

车内也有人在踢，两人配合，很快把玻璃弄碎了。”

看到车里的人都脱险，林先生就走了。

本报记者 王丹静 通讯员 郦力 徐晟杰 张楷 章宁银

砸窗救人的好司机找到了
还婉拒被救者的红包

王璐/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