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2 月 3 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 秦珍子 张国

Tel：010-64098355

www.youth.cn

5冰点周刊
5-6 版

□ 杨 杰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这是每个中国人最关注的节日，尽管

还在兢兢业业打卡“搬砖”，但大家聊天必
会增添一句“你今年过年回家吗”。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通知
要求，合理有序引导群众就地过年，疫情高
风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过年，中风险地区
群众原则上就地过年，低风险地区倡导群
众就地过年。

身边同事响应号召，基本没人回家。家人
呈现两种状态，要么极力劝说一年未见的子
女回来，要么怕流动风险而让孩子就地蹲守。

可以预见，回家过年的人数势必减少。
春运首日，北京多个火车站不再像往年那
样熙熙攘攘，北京西站客流量较去年同期
减少近九成。民航业一份调查则预测，今年
航空出行返乡旅客预计将减少 600 万人
次，超八成计划返乡旅客有取消行程的可
能。根据调查，不回家的理由形形色色，其
中“公司不允许返乡过年”“回家后隔离政
策过于繁琐”占据七成。

许多年轻人要经历第一次独自在外过
年。“不会做饭，一个人在出租屋如何吃上
一顿热腾腾的年夜饭”成为问答社区的热
门问题。外卖软件上“年夜饭”的搜索量大
涨。商家推出各式套餐，还有单人豪华年夜
饭，不用加什么调料，开袋即食或简单加
热，小白也能成大厨。

某电商平台上，健身器材、萌宠服饰、
电子书阅读器及纸质图书成为 90 后消费
者最喜爱的“就地过年三件套”。不回家，没
有了妈妈变着花样的定制大餐，也没有亲
友的聚会饭局，想来该打破“每逢佳节胖三
斤”的魔咒，许多人悄悄购买健身器材，为
瘦身过年做准备。

无法返乡的年轻人今年也不必再把宠
物寄养了，给它们红红火火地打扮起来，小
时候过年盼着给自己买新衣服，现在是给猫
狗穿戴才能显出年味儿。至于买书那是新年
的朝圣之旅，以往带回老家的书从没翻开
过，但愿今年独处时能多些阅读的心境。

有人说不回家过年也挺好的，起码不
用面对亲戚的夺命追问，“现在做什么工作
啊”“男朋友谈了没”“年终奖拿了多少呀”。
但不能回家，还是让人心情复杂。没有妈妈

拎着你起床大扫除，没有跟爸爸一起贴对
联，没有除夕晚上热乎乎的饺子，总觉得这
年失去了滋味。连红包都只能发微信了，不
再有一推一拉的仪式感。

前几天，“年轻人就地过年的仪式感”上
了热搜，有人说仪式感是“除夕点一堆外卖，
接下来每天吃剩菜”；有人说是“除夕在公司
一起加班守岁”“大年初一去领导家拜年，进
门先磕头”；有人说是“买点年货给亲戚拜年，
顺便给表弟寄一套黄冈密卷”。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网友说，过年一定
要把电视开得很大声，家里所有的灯都打
开，而且要开那种暖黄的灯。寒夜里房间发
出的暖光是“家”的完美具象，那里有热腾
腾的桌子、大容量的汽水和家人的红色毛
衣。吃了整整一年外卖的我们，只能在梦里
想念妈妈的味道了。

社会学家严飞在《穿透：像社会学家一
样思考》中写道，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回归家
庭。“一些年轻人在大城市难以感觉到工作
的价值，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好朋友
一样紧密。当眼前的灯火辉煌没有人可以
分享，孤独感慢慢涌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
想回到故乡、回到家里、回到父母身边。”

春节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跟“家”相连。
对于一年在外的进城务工人员来说，过年
是弥补长期缺席的愧疚感的少有机会，今
年很多人出于善意选择不回家，最放心不
下的就是家里的老人孩子。

近日，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做好人民群
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重点关
注空巢老人和儿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对
本地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情况进行排查，
为受疫情影响的困难老年人提供包括生活
照料在内的各种服务，倡导就地过年外出
务工人员采取电话、网络视频等方式，加强
与在家的老人和孩子沟通联络。

家乡的亲人过好年，就地过年的年轻
人才放心。这几天，快递成山，老家亲人正
用食物填补异乡人缺失的仪式感——老家
寄来的香肠、奶奶做的猪蹄，四川和湖南的
同学尝到了家乡的辣酱和腊味⋯⋯

印象最深的是朋友圈一位好友不能回
家，父母便来她的工作地探望，老人拉着两
个大行李箱，外加十几个颜色各异、大大小
小的袋子，摊在地上整整占据了小半个房
间，你很难想象两双手是怎么穿山越岭、提
过来这满满的年味儿。

家乡亲人过好年
就地过年才放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 言

1 月 7 日 ，北 京 迎 来 21 世 纪 以 来 最 冷

一天，最低气温降到-19℃。60 岁的李春兰

（化名）裹上红色的羽绒服，提上帆布袋子，

准备离开位于昌平的家。

“怎么今天还进城啊？”老伴儿问。

“找姐妹唱歌去。”李春兰坐公交、倒地

铁，折腾了 2 个多小时，在石景山一家小饭

馆见到了同伴。这些老人聚在一起不是为

了唱歌，而是为了维权。”

从 2020年 12月开始，这样的聚会三五天

就有一次。李春兰不敢告诉丈夫，“他 70多岁

了，有高血压、心脏病，知道了他得躺地下”。

和李春兰一样，这些老人都参加过北

京华颐山海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颐山海公司”）的免费旅游活动，

之后花费数万元到数十万元，办理该公司

的会员卡。办卡时公司赠送礼品和旅游项

目，还承诺给“增值消费额度”，最高可达充

值金额的 10%，最吸引人的则是那句“一年

后，会员卡内的余额可以原路退回”。

玩了两年多，办卡人投入的钱也越来

越多，从去年年中开始，他们参加华颐山海

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时，无法正常使用卡

内的额度。预存金额到指定日期后，余额无

法取出。公司负责人一度“电话不接、微信

不回”。办卡人慌了神，在李春兰的组织下

“抱团取暖”，希望用法律武器要回养老钱。

据群友统计，200 多名群成员未兑付的款

项有 1191 万余元。

她曾以为，后半辈子就跟
着公司玩儿了

第一次办卡时人声鼎沸的场面，李春

兰记忆犹新。

2016 年 5 月的一个周末，李春兰通过

朋友介绍参加一个面向老年人的免费旅游

项目。大巴车在木樨地的路边排成长队，上

百名老人拉着行李箱上了车。华颐山海公

司 接 待 李 春 兰 的“ 小 管 家 ”一 路 上 嘘 寒 问

暖，“李姨、李姨”地叫着，“别提多亲热了”。

大巴车抵达京郊一处温泉酒店。老人

吃饭、泡温泉，“小管家”忙前忙后，陪着聊

天。到了晚上，公司组织大家开联欢会，跳

舞、扭十字步，谁想唱歌就上台，“老人嘛，

就图一乐儿”。

第二天早上，“小管家”在酒店给老人

开会，介绍旅游路线，讲解办一张 6000 元

会员卡能享受的活动，“交 2 万元还加送大

礼包和各种免费旅游券”。退休后，李春兰

闲不住，就爱跟朋友出去玩，听说“小管家”

还能全程服务，她动心了。

李 春 兰 后 来 才 知 道 ，这 种 形 式 叫“ 会

销”。“当时气氛特别热烈，谁说要买，全场

立马鼓掌祝贺。”她当场交了 2 万元，记得

主席台边的大桌子，礼品堆得像小山，有全

麦 的 馒 头、原 生 态 的 蜂 蜜、俄 罗 斯 大 列 巴

⋯⋯“后来用小推车给我送到家的”。

那之后，跟着华颐山海公司，李春兰去

了不少地方，尽管每条线路的收费较其他

旅行社偏高，但毕竟是从卡里扣钱，“小管

家也挺会来事儿的”。她认识了许多爱旅游

的老年朋友，还在出游时被任命为小组长。

她依恋那种集体的感觉，一度以为“后半辈

子就跟着华颐山海玩了”。

公司赠送了不少“周边两日喜乐游”优

惠券，一年时间，光白洋淀她就去了 3 次，

泡 温 泉 次 数 更 多 。玩 儿 得 多 ，“ 会 ”也 多 。

2017 年，华颐山海公司推出所谓的“ 旅居

积分卡”让李春兰动了心。办卡门槛 10 万

元，1 年期“积分增值”7%，合同还注明“1 积

分相当于 1 元人民币，积分增值可以提前

消费或每年一返”。

“ 他 们 说 不 能 叫 利 息 ，所 以 叫 积 分 增

值。”李春兰说，自己年轻时挣了点钱，老了

挣不动了，每月退休金 4000 元不够用，钱

放银行利息又不高。放在华颐山海，用年利

息负担旅游花销，“不给女儿添麻烦”。

“我有一个姐们儿，说一起玩可以，‘开

会’别叫她，叫就翻脸，从来不上当。”李春

兰 回 忆 ，这 位 朋 友 听 到 她 办 卡 花 了 10 万

元，跟她打赌，说钱拿不回来了。

2018 年 ，李 春 兰 的 本 金 和 利 息 回 来

过。那位朋友看到信息，愿赌服输，“真的花

800 多元请我吃饭，但也叮嘱我，不许再入

了。”李春兰说。

2019 年，李春兰不仅把收回的 10 万元

又投了进去，还办了“有 2.4 万元增值消费

额度”的 30 万元的会员卡和赠送旅游项目

的 11 万元的纪念卡。办卡时，她与公司签

订的合同均注明，有效期满后，余额将在 7
个工作日以内退回李春兰账户。

然 而 ，2020 年 合 同 到 期 时 ，李 春 兰 没

能顺利拿回自己的钱。华颐山海公司法定

代表人张璐称，公司经营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希望将退款时间延迟一年。其他老人

也反映。“十一”假期结束，华颐山海公司位

于丰台区万丰路 300 号的办公场所人去楼

空，物业则表示，该公司拖欠租金，已按退

租 处 理 。此 时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柳 佳 常 常

“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我们觉得他要跑路，得赶紧维权。”李

春兰说。

“他 们 管 我 们 叫 奶 奶 ，不
如说管钱叫奶奶”

老人们建了微信群，群主是李春兰。他们

中有离退休干部、国企退休职工，也有获得高

额拆迁补偿款的本地居民，还有民警的家属。

很多老人并不熟悉对方，见面时互称网名“夕

阳无限”“蓝天彩虹”⋯⋯他们在群里统计欠

款金额，分享法律知识，寻找求助渠道。

曾在法院任职的群友“老李”认为，华

颐山海公司的经营模式涉嫌非法吸收公共

存款，她根据大家掌握的证据写了报案材

料，老人们拨打政务服务热线“12345”向有

关部门反映情况，还集体向北京市公安局

丰台分局岳各庄派出所报了案。

有人背着老伴儿，有人瞒着儿女，不敢

让他们知道钱没回来，也不敢找他们帮忙

维权。群友“彩虹”有 7 万元余额没有退回，

就曾被女儿埋怨。

李春兰则向女儿求助，找人走法律途

径 。她 性 格 要 强 ，多 年 的 打 拼 攒 下 不 少 积

蓄，“在家说一不二”。几年前，她把大部分

积蓄给了女儿，本来想全给，老两口花退休

工资，但她又不想伸手要钱，“做不到”。

退休后，李春兰还到朋友的公司打了

5 年工。2016 年她彻底退休，要享受生活。

她曾组织十几个年纪相仿的朋友到河南新

乡“自由行”，提前到火车站订票，“来回一

水儿的下铺”。朋友都给她竖大拇指，尊称

她“二姐”。

她也上过当，不顾丈夫反对，花十几万

元在顺义投资“大棚”种菜。谁料开发大棚

的公司没有资质，管理不善，种的玉米没等

去摘就被人收没了，公司负责人因非法占

用农用地罪获刑，钱要不回来了。

“我们年轻时都没出过远门，那会儿去

外地还要介绍信。”群友老李说，“现在没多

少年的光景了，想饱览一下祖国的河山，就

让这伙人忽悠了。”

“蓝天彩虹”自认为看清了“小管家”的

真面目，“他们管我们叫奶奶，不如说管钱

叫奶奶”。她回忆，参加那种免费的两日游

活动，在会销现场，公司砸金蛋送礼品，送

旅游线路，台上的主持人不停喊“××阿姨

买了 5 万元、10 万元，鼓掌、祝贺！下一个！”

很多人面对那种场面，控制不了情绪。

“蓝天彩虹”记得，当时身旁有个姐姐，

猛 地 一 喊 30 万 元 ，她 赶 紧 说 ，“ 姐 ，清 醒

点”，结果“越说她还越来劲”，当场交了钱。

办卡数量不理想的场次，华颐山海公司甚

至把会拖到中午 12 点半、1 点，“钱收够了

才开饭”。活动现场送的电饭锅、洗脚盆“一

碰就碎”，“蓝天彩虹”曾被家人质疑“这你

也往回拿”。

“喊爹喊妈的都有。”有的老人觉得“小

管家”的套路就是道德绑架。有人记得主持

人在台上说：“你们这样还有良心不？公司的

投入这么大，请你们免费玩，哪有公司会这

么干？这帮小管家，包括我，都把你们当爹妈，

亲儿女会带你们出来玩吗？这时候还不买，

每次都这么白来，你们觉得说得过去吗？”

新人进公司，要学一套话
术，以及如何博取老人的好感

事实上，华颐山海公司提供的旅游服

务一直收到“质次价高”的差评。

李春兰回忆，2019 年购买 11 万元的纪

念卡时，公司曾赠送她价值 19680 元的“爸

妈去哪儿”真人秀活动，旅游目的地是内蒙

古自治区。在满洲里国门前，公司临时搭了

一个地台，给每位老人发了一件红衣服，一

起唱国歌录视频。“那年是建国 70 周年，我

们特激动，公司说没想到你们（排练）一次

就过了，我说我们都参加过‘五一’、国庆的

群众游行，不用你那么费心。”

“爸妈上哪儿了？爸妈上当了！”李春兰

说，那趟内蒙古之旅去的全是免费景点，一

些地方半个小时游玩足矣，公司常拖到三

四 个 小 时，然 后 中 午 吃 饭 ，下 午 不 安 排 活

动，美其名曰：“老年人需要多休息，这是慢

节奏的、有品质的旅行，不光旅游还养生。”

到了行程的最后半天，李春兰一行被

扔在一片湖边，等了 3 个小时才有大巴车

把他们送到机场。

“当时我就想，幸亏不是交钱来的。”她

一边向“小管家”反映行程“不值”，一边把

小组里其他老人召集起来开会：“小管家说

实在比咱们孩子还小呢，都挺不容易的，咱

别死乞白赖的，差不多就得了。”

有老人怼她：“你不用太同情他们，你

办卡他们拿提成，各干各的事情，对不对？”

一位华颐山海公司内部人士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该公司主要通过京郊的两

日游销售会员卡，公司聘有专门的会销讲

师，“小管家”负责和老人拉关系、套近乎。

这种模式是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柳佳和柳彪

堂兄弟设计和传授的。

每当有新人进公司，柳佳都会教他们

一套话术，以及如何博取老人的好感，“比

如上下车搀扶，早晨接车时躬着身子，给老

人带份早餐，车上给他们盖个毯子，等等。”

到了酒店，则要陪老人聊家长里短，和他们

一起泡温泉。

等到“开会”的时候，讲师负责把现场

的气氛炒起来，“那种场合都是冲动消费，

不属于理性消费。‘小管家’靠之前跟老人

建立的信任，推动他们下单。每场都能收个

一百来万元”。

交了钱的老人在现场只能得到一张收

据，几天后，“小管家”才会把公司拟定好的

格式合同带来签字，老人“只有签的份”。事

后他们发现，合同中包括北京华颐山海旅

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颐山海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颐山海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等多个民事主体。尽管合同

显示相关款项是华颐山海公司账户收取，

但在热火朝天的销售会场，钱款大多转入

华颐山海公司工作人员的个人账户。

前述内部人士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公司会销所得都会转入柳佳的弟弟柳

小宇以及公司一名会计的个人账户，只有

极 个 别 办 卡 人 明 确 要 求 向 对 公 账 户 打 款

的，才会走银行对公账户。

他还透露，华颐山海公司的旅游线路

标价远远高于同行。市面上旅行社的利润

一般在 10%，该公司能达到 40%甚至 50%，

质量又不够好，“小管家”手上的客户每年

都大量流失。“主要就靠跟老人经营关系，

给他办个生日会、发个礼物什么的，人家心

里边也舒服。”

“财 产 如 果 已 被 转 移 ，就
执行不了了”

从今年 1 月起，柳佳开始频繁地与老

人接触，称自己没有“跑路”，只是公司拿不

出那么多钱，款项需要分期偿付。

1 月 21 日，柳佳组织了一场交流会，他

在会上称，2019 年华颐山海公司投资损失

3000 万元，受疫情影响，公司 2020 年的业

务一度停摆，运营资金被拿来给老人退款，

因此无法重新启动业务，直到 9 月 30 日公

司资金链断裂。

更令老人担忧的是，工商注册信息显

示，2019 年 6 月，本由柳佳和妻子全额投资

的北京华颐山海国际旅游文化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二人将投资全部撤出，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也由柳佳变更为张璐。在交流会现

场，柳佳向老人保证：“放心，它（华颐山海

公司）正儿八经还不了，起诉一定追实际控

制人，柳佳绝对跑不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调查发现，柳佳兄

弟与 2016 年的另一起案件相关，涉案生意

也是“依靠经营与老人的关系牟利”。

用相同的套路，从 2013 年开始，张志

及、张力及、张恩及兄弟，注册了北京市延

庆区大仁健康养老服务中心、北京亲仁乐

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等数十家以养老、养

生等名义的公司，靠“五天四夜 ”“三天两

夜”的会销活动拉拢老年人，借候鸟式养生

养老之名向老年推销服务，承诺到期返还

本 金 并 支 付 5%-20%不 等 的 年 利 息 。2016
年下半年，违约事件集中暴发，张志及兄弟

随后被采取强制措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

张志及三兄弟与柳彪、柳佳等人同为湖北

恩施人，有亲戚关系。前述华颐山海公司内

部知情人士告诉记者，2016 年柳彪、柳佳

成立华颐山海公司就是在张志及兄弟的影

响下，“把那套东西复制到旅游上”。工商资

料显示，2012 年 4 月，柳佳以大股东的身份

入股了张志及兄弟控制的北京孝诚家园养

生科技有限公司，随后将其更名为北京仁

寿康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因未退还老人

的办卡费用，该公司成为 10 余起民事案件

被告，且均被判决败诉，公司负责人已被法

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柳佳作为股东，多次

被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但法院并未支持。

据《北京晚报》2016 年报道，张志及兄

弟此前在江苏宜兴的养老机构欺骗老人被

诉至法院，法院在查案时发现了提前撤资

的情况，有了账目往来，老人被骗的钱就有

了追索的渠道，顺利结案。此后，张家三兄

弟将北京的多家公司变更了投资人，改为

他人代持股份，公司收钱用的也是其他公

司的账户或股东的个人账户，伪造正常经

济往来的假象，以逃避追偿。资料显示，柳

彪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福缘家家美商贸中

心和柳彪个人，都曾做过张志及兄弟的收

款方。案发后，柳彪因相关公司未履行法院

判决而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

示，张志及、张力及已因集资诈骗罪、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获有期徒刑二十年、

十八年，并被责令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记者注意到，张志及的辩护人曾提出

辩护意见：“涉案单位为老人们提供了养老

等服务，不应将老人支付的服务费认定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金额。”对此，法

院认为，“张志及、张力及提供的服务价格

畸高，违背市场规律，实为非法集资。”

“这种集资案件，实际上并不是无法还

款才构成刑事犯罪，只要他直接向不特定

对象公开募集资金，也没有相关资质，都要

追究他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两

个罪名的刑事责任。”北京市福茂律师事务

所律师张志友解释。他曾在北京市民政局

老龄办成立的北京老年维权服务工作站服

务，接触过大量类似案件。

“对老人来说，无论是通过民事诉讼还

是向公安机关寻求刑事立案，最根本目的

不是要追究谁刑事责任，而是想把钱拿回

来。”张志友介绍，如果公司有偿还能力，一

般情况下也不会“爆雷”，一旦发案，大多是

没有偿还能力了。

张志友接触的这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

案 件，被 害 人 往 往 不 是 一 两 个 ，而 是 几 十

人、上百人，被害人本身的意见也不统一，

有的人想追究操盘者的刑事责任，有人则

说“一旦抓了更还不了钱，还不如让他们在

外边还钱呢”。

“维权的难点在于，这些老人的钱很多

并没有进入公司账户，而是打给公司的股

东或者关联公司的账户，但民事判决只能

执行这家公司名下的财产，财产如果已被

转移，就执行不了了 。”张志友介绍，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

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作为被执行人

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债务，只有从注册资金中抽逃出资的股

东、出资人被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时，才会

被法院支持，但张力及兄弟、柳佳兄弟在收

款时就已规避了这一规定，“即使有证据证

明他把这个财产转移走了，转移到个人身

上去了，现在也追加不了”。

刑事公诉途径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法

院 判 处 涉 案 人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负 责 清 偿 。

“他个人名下有多少财产很难说，如果已经

转移到其他亲戚名下，那就难以执行了。”

张志友介绍，最后公安机关、法院可能追回

来一些钱，但这些钱跟受害者的损失相比

是很小的一部分，只能按照比例清偿。

张志友建议，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增强

防范意识，相关部门也应当加强监管，“发

现有人从事这种业务之时就应该制止”。

“给我一年的时间，华颐山海公司 2 月

1 日启动做业务，3 月 1 日启动北京公司的

业务，用业务去偿还，只有这种方式。”1 月

21 日，柳佳以华颐山海公司的名义对部分

老 人 作 出 承 诺 ，于 今 年 3 月 开 始 退 款 ，至

2022 年 3 月结清，并计息 5%。有老人选择

相信他，继续等待这笔款项的兑付。

李春兰没有在柳佳提供的解决方案上

签字，她不知道还能相信谁，她对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说：“阿姨们是和共和国一起成

长 的 这 代 人 ， 当 年 受 的 教 育 都 是 诚 实 守

信，我们这么诚实守信来对待人，我们没

有防备。”

一趟忽然终止的山海之旅

事件观

1 月 30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人们在排队献血。 1 月 30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人们在河北博物馆广场前休闲放松，感受冬日暖阳。

2 月 2 日，石家庄市民在“石家庄母亲河”滹沱河边上的低风险地区放风筝、游玩。 本版图片均为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 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