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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枚两次被骗，
都是因为融资。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
关注公众号“零度往上”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芸芸

“老师，您看这是真的不？”微信上是一张截图。
张秀霞是一家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年
前，她曾给我发来微信，一位自称是某部委编辑部的
工作人员，联系到了张秀霞，说是因为合作社发展得
很好，所以关注到该合作社，可以提供宣传服务，要
求其缴纳几千到几万元之间的版面费。张秀霞看到
以后有些紧张，请我帮忙辨别真伪。

记者沿着线索联系了相关部门，却查无此人。
“你怎么分辨真假呢？除了问我，还有别的办法吗？”
“那就没有了。”张秀霞有些无奈。再仔细去看，发现
回执的公章并不清晰，公章单位与提供账户的公司
也并不一致，聊起来的时候，张秀霞说：“分辨真假这
个事情，对我们来说真的有点困难，如果有一些帮助
就好了。”

由于接到很多合作社理事长的类似咨询，今年
春节返乡期间，记者决定采访张秀霞，再找几位合作
社理事长聊一聊。

拦截不完的诈骗电话

“像我们这样做了很多年的合作社，接到诈骗电
话太正常了，前几天镇上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觉得我
接到的诈骗电话太多了，开始给屏蔽掉。但总是拦
截不完，只能拦截到80%。”何枚（化名）是一家甘蔗种
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这样的电话多久能接到一次？有规律吗？”我
问她。

“不太分季节，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四五个电话，
大部分都在上午打过来。”何枚用习以为常的口吻
说道。

“你怎么区分是不是诈骗呢？”
“我主要参考两个指标，一个是开头提钱的我就

挂掉，再一个是 6 或 8 字开头的电话我就直接不接
了。”何枚没有犹豫地回答。

“这样的诈骗太多了，花样又花，数都数不完。”
可能是记忆太过深刻，张秀霞滔滔不绝地就把她经
历过的诈骗一一告诉了我。

张秀霞的合作社也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最早
在某农产品批发电子商务平台上开了店，只有水果
上市的时候才会打理店铺，其它时候忙农业生产。
有一年桃子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名顾客，下单买了
很多，但几分钟后就要求退货。

在沟通的时候，顾客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宣传
的优质农产品是绿色天然的，但是我检测出来里面
农药残留很高，这是虚假宣传，如果没有赔偿我会投
诉你们。”

“问要赔偿多少的时候，他就报出几万块钱的天
价。”张秀霞说，“后来类似的情况遇到很多，还有说
你们的水果在电商平台的广告中写的是有美容养颜
作用，但实际没有这个功效，这是欺骗消费者，如果
不私聊赔偿就要投诉……理由真的是太多了。我们
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违反了广告法，不知道怎
么反驳他。”

“还有那种在网上下单买很少一点后，私信跟
我们说，他们要的量很大，让我们过去谈合作，帮助
我们销售。后来我们查了一下地址，在某省一个很
偏僻的山区。我丈夫分析说，如果真的想要，为什
么他们不来现场看或者让我们发样品过去呢？只
是让我们人过去，又不提带样品的事情。”张秀霞说
完问我，“我在网上查了好像也有类似的套路，不去
是对的吧？”

记者后来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诈骗合作社的套
路，“谎称可以帮忙销售农产品”这类诈骗排在前三
位。诈骗团伙通过欺骗合作社理事长能够帮忙销售
农产品，将人骗到外地，再通过签合同，规定少则几
千元多则几万元的服务费，诈骗合作社付款。或者
要求合作社理事长支付招待大客户吃饭的费用，动
辄消费名酒、名烟等奢侈品，诈骗高额餐饮费用。

这类诈骗手法在网上一搜就很容易找到，但即
使是这样，张秀霞还是有些不确定。

“还有一种是冒充省里一个部门的领导，说在网
上看到了我们的事迹，非常认可我们做的事情，要给
我们邮寄一些合作社帮农带农优秀事迹的书。开始
我们问要不要钱，说书是免费的，让我们给地址。结
果要开始邮寄的时候，说有点手续费，问多少，说是
几千块钱。”

“那当时就知道是假的了吧？”
“我们还是去省里托人问了一下，问了一个处

长，他当时就笑了，说我们都是要帮助你们的，怎么
可能跟你们要手续费呢？”

虽然诈骗套路多、频率高，但是不难发现，仍然
属于老旧的套路和手段。

《2021年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中提到的
前十大诈骗套路中，涉及到经营类的诈骗，包括：贷
款、代办信用卡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诈骗，冒充
公检法及政府机关诈骗，冒充领导、熟人诈骗以及虚
假征信诈骗，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合作社几乎全能
遇到。

合作社为什么容易被“围猎”

即使诈骗方法并未脱离传统的窠臼，并非高级
诈骗手段，合作社理事长仍然很容易入局。无论电
信诈骗、电商诈骗还是线下诈骗，记者调查中发现，
本质上仍然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等和合作
社理事长们对权力的畏惧进行的敲诈和勒索，或是
将这些看似低级的手段进行融合，将诈、骗、恐吓等
结合到了一起。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新与
规范并举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研究》课题
组研究结果，合作社理事长大学以上学历仅占
5.37%，高中及以下占比为79.9%。受教育程度不高，
尤其是法律知识缺乏，不单单会制约经营发展，也会
成为阻碍他们识别骗局的门槛。

“刚才说的电商平台出现指责我们违反广告法
的情况，这不是我的知识范围啊。可他们说我水果

不好，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张秀霞提到电商诈骗
时说。

根据记者在农村调研时的体会，由于农村地区
相对封闭，农民普遍反诈骗意识不强，法律意识尚
待提高，所以针对农村地区的诈骗一直存在。合作
社理事长很多来自农村，身上也存在一些认知的局
限，因此相对城市中的经营者，更容易上当受骗。
受限于知识水平、结构，合作社闯市场还存在盲目
性和不规范性，叠加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非标准
性，这一类型的电商诈骗往往将合作社理事长骗得
心惊胆战。

同时，记者在对一些背景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
很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规模小，尤其是加
工业受制于资金和场地、技术和设备，生产方式往往
比较初级，若能从政策和法律上找到一条有利于农
业生产和农村实际的发展路径，也不失为保护他们
少入骗局的方法。

虽然没有公开数据支撑，但通过记者对一些国
家级示范社的走访了解到，拥有自己法务的合作社
凤毛麟角，法律问题咨询路径不明，咨询成本过高等
问题，都降低了合作社经营者通过咨询保护自己合
法权益的积极性。

其实，合作社遭遇诈骗的情况也并非短期内才
出现。2008 年，记者曾在山东一家合作社做调研
时，就遇到一身西装革履的人到合作社，拿出写着国
家某部委某某监测中心主任的名片，说要见理事
长。聊了 5分钟后，理事长拿出 200块钱，说不能陪
他吃饭了，让他自己出去吃。送走那人以后，我问了
理事长一个问题，“这么大单位的干部会来要 200块
钱不？”理事长正在抽烟，吐了口烟圈，说了一句“咱

也不知真假，就当他是真的吧，花钱买平安。”随后叹
了一口气。

前几日，我又打电话给这位合作社理事长，追问
他是否还有冒充领导的诈骗，得到的回答是，太多
了。15年过去了，同一种诈骗手段仍然存在，也依旧
困扰着合作社经营者。

为什么传统的诈骗始终能够存在？除了经营者
自身的知识短板和信息不对称，是不是还有其它更
重要的原因需要被看见？

为解决融资难题屡屡“上套”

合作社根植于农村，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农
民发展中遇到问题的集合，其中最挠头的是——没
有抵押物。相比于企业等现代主体，合作社发展中
能获得的支持更少。近几年国家扶持政策力度加
大，但从政策的落地来看，在基层仍有一些“跑冒滴
漏”现象，也给不法分子可趁之机。

骗子的诈骗手段多样是一方面，能屡屡得逞的
原因也是他们抓住了合作社发展经营中的痛点——
融资难。

因此，针对合作社的诈骗中，以有偿表彰类的诈
骗和融资类的诈骗最多。对方承诺，能够得到奖，就
能有机会得到政策支持，跟融资一样，解决发展中的
难题，很多合作社自然容易轻信上当。

在采访中，有一些理事长表示，前几年推行的针
对合作社的贷款缓解了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但是推
行两三年后，由于合作社本身存在不规范发展问题，
一些银行为控制风险取消了给合作社贷款的资格。

张秀霞说，她最近被骗的一次是因为有人来到

村里说他们合作社资质好，可以帮他们办理抵押贷
款，需要办理一张信用卡。他们也想扩大规模，所以
就办理了，还交了 200 元办理的手续费。自从交钱
后，骗子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何枚两次被骗，都是因为融资。
第一次被骗是有个机构给她打电话，说可以帮

她的合作社评估发展资质，可以得到200万元贷款。
约见面的地方在银行大厅，骗子穿得很正式，旁

边还有银行工作人员在跟他说话。“就是给人一种感
觉，他们是得到银行授权来做这个资质认定的。”何
枚说。

“办完手续之后就要缴费，比例我记不清楚了，
当时说可以贷款200万元，让我缴费一万八千多元。”

“费用是怎么缴纳的？”我问。
“给他一张银行卡，然后他要了密码，把钱打到

银行卡上，他们会划款。承诺说办不成，保证金会还
回来。”

再后来，审核的人就对合作社提出了各种质疑，
比如规模、资产等等，最后审核认定的结果是不符合
申请资格。钱也没有退还，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我当时还拍了那个给我办理审核业务的身份
证，觉得自己挺聪明的。发现被骗后报警，找到了那
个人，他说他就是被临时雇佣的，他也不知道那是骗
子公司，他也属于被骗了。”

“我第二次被骗，是去了一趟上海，回来以后彻
底对融资死了心。”

还是由于融资担保，她去了更远也更大的城市
上海。但这一次，骗子的骗术升级了，诈骗的流程更
短了。

由于确认要帮忙办抵押贷款，手续办完后，担保

公司要求缴纳保证金，但这一次，他们拿出了 POS
机。何枚只是将银行卡刷了一下，为了保证安全，按
密码的时候用手捂住了数码键盘。

但是刷过之后不久，卡里面所有的钱都消失了。
“我朋友被骗了几次也说算了，以后多吃苦多干

活攒点钱，别想融资了。”何枚说。
何枚着急融资的原因很简单，新上的加工厂

需要投入，一茬一茬的甘蔗需要人工费用，农业经
营需要持续性投入，如果停下来，地里就长不出农
产品。农产品生长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不允许投资
间断。

“那个时候，我已经抵押了全部身家，真的没有
办法再贷到钱了。”何枚说的时候，叹了口气。

个人信息泄露成为诈骗帮凶

《2022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提
到，农民合作社是引领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的重要组织载体，是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
的重要力量，是构建高质量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

合作社理事长是农民合作社经营的主要决策
者，由于三农情况的特殊性，要创业成功，他们身上
需要同时具有企业家的开拓创新精神和志愿者的无
私奉献精神。

张秀霞做合作社之前在深圳开了一家小贸易
公司，丈夫曾是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下属单位的技
术骨干，两家世交，父亲都是做果树嫁接的技术
员。结婚以后，因为丈夫有个田园梦，2016 年，两
个人辞职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业。他们都是“80
后”，在大城市闯荡过，回到农村后对现在的诈骗
手段仍然难以分辨。

何枚原来在城市里做连锁餐饮生意，后来放不
下心里的土地情节，回乡流转土地种甘蔗，做红糖。
农村土地流转手续繁复，发展乡村产业遇到诸多困
难，但是凭着一股硬气和勇气，都能克服下来，最终
还是把合作社经营得有声有色。但是她说，遇到诈
骗的时候，总是感觉心里有种很无力的感觉，像是没
有办法突破诈骗的层层围堵。

通过采访，记者感受到，加大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前提。当诈骗产业链越来越完
善，狙击目标越来越精准化，个人信息泄露，成为对
合作社理事长实施诈骗的帮凶。

何枚接到的屏蔽不完的诈骗电话，只是无数
信息被泄露的合作社理事长的一个缩影。《2021
年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中提到，公开信
息是导致被诈骗的源头，个人信息泄露存在很高
隐患。

同时，遇到疑似诈骗时，如果有关方面能够提供
有效的咨询服务也非常关键。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问了三个问题。在遇到
诈骗有疑问的时候会问谁？张秀霞和何枚给我的
答案都很一致——县里的市场监管局。我问县里
的市场监管局能解决问题吗？她们说能解决一部
分，但是按照工作职责来说，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覆
盖到。尤其是很多打着大部委旗号的诈骗或者超
过工作职责的诈骗他们不了解，也没有办法提供参
考答案。

张秀霞说：“就算是咨询，别人也有别人的工作，
别人也有不了解的情况，不能总是打扰别人。”

解决的路径还不够畅通。
最后一个问题是，是否知道国家反诈骗预警劝

阻咨询电话。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合作社理事
长都不知道。

同时，记者也察觉到，被诈骗的人还需要更多的
理解和关心。

讲到自己被骗的经历时，何枚很犹豫：“我身上
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你问，真的不好意思跟别人
讲，在我们这种地方肯定要被别人笑的。”熟人社会
往往更容易出现“坏事传千里”，受骗当事人的心理
压力也会更大。

被问到被骗以后怎么处理，她说报警了，但是这
样的诈骗很难追回。

明明是受害人，却不敢讲给别人听。“在我们这
里，这样的事情别人会拿来聊天，没人帮忙还被人笑
话，怎么能说出口嘛。”张秀霞表示同意。

“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不好意思跟别人讲，又很委
屈。”何枚说，“有好长时间我自己偷偷地流眼泪。”

被诈骗已经造成了财产损失，而心理压力更是
很难被排解。碍于面子或者基于觉得说出也没有用
的想法，一些合作社经营者们选择沉默，而诈骗就在
沉默中持续上演。

记者经过梳理了解到，还是有不少平台具有
反诈骗的功能，比如可以拨打 96110 进行咨询，在
遇到诈骗的时候可以拨打 96110 或 12337 进行举
报，可以通过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 等方
式得到提示。

其实，合作社遇到的诈骗问题，解决方案不仅是
普及反诈技术、畅通法律反诈咨询，更需要思索的
是，如何从根源上解决经营主体的发展痛点，通过多
方发力帮助合作社突破诈骗的重重围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①警惕电信诈骗。 刘念 绘

②诈骗微信截图。

③张秀霞和丈夫一起创办的合作社。

④何枚又接到了诈骗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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