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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 梅、友 娟、树 芳、雪 红 们 走 上 了“ 复

仇”之路。

她们甚至没有足够强健的体魄，但依

然决定对强大的对手宣战。

在山东济南，一群平均年龄 63 岁的女

性组成了一支战队，公开宣传“防范非法集

资和金融诈骗”。从最初的十几人到如今的

150 余人，这支硬核女团的不少成员都曾

受过“被骗的伤”。

“ 骗 子 骗 了 我 ，我 不 能 让 老 姐 妹 也 受

骗。”团长赵银光说着地道的山东方言，“我

要斩断骗子公司的路，叫他们没饭吃。”

她知道，劝老人，同龄人比子女管用。

4 年前，赵银光牵头，“泉城金融卫士志

愿者宣传团（以下简称‘宣传团’）”成立了。阿

姨们穿上鲜亮的演出服，去广场、社区、公园

表演，她们唱歌跳舞，敲锣打鼓，把受骗经历

和防骗指南写成情景剧或山东快书。

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

联席会议办公室曾公开透露，2020 年，全

国共查处非法集资案件 7500 余起。天津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非法集资刑事案

件审判白皮书”显示，2016 年至 2018 年，该

院及辖区内审理的相关刑事案件里，85%
的涉案集资参与人是 60 岁以上的离退休

人员。

赵银光 80 岁了，两位宣传团副团长分

别是 75 岁和 71 岁。团里的女性是妻子、母

亲、祖母或外祖母，有人已经是“四世同堂”

的曾祖辈 。原本，她们的生活被“看病、带

孙、做饭、伺候老伴儿”填满，如今，她们有

了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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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天，赵银光正在为登台演

出做准备。

她掏出化妆包，里面有腮红、粉底、口

红、针线包和一瓶速效救心丸。

团里几乎每一只坤包都能翻出药来，对

抗“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时候，阿姨们还要

对抗白内障、高血压、糖尿病和骨关节病等。

她们曾经伤得很重，被骗几万元、几十

万元、上百万元。这些伤痕，被她们化成了

寓言：“听说公司来集资，利率银行翻几番，

大妈一算真喜欢，结果没等三个月，公司关

门人走散，各位守好辛苦钱。”

每场演出，赵银光先讲自己的故事，眼

睛瞄着观众的表情。当她说被骗 104 万元

时，观众席常常“哎呀”声一片。

有一回，赵银光讲完，有老人问“这是

真事吗？”她回答，“你可以去查银行流水和

报案记录”。

故事能在台面上剖开了讲，不代表能

在家里面放开了说。

赵银光从没和家人细说过被骗钱的事。

她至今记得，4年前，自己退休 16年了，在济

南市老年人大学报了舞蹈班，还担任同学联

谊会会长。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进了校园，不

时到礼堂做讲座，拉着老人唠家常。

一次老年大学的活动中，这家公司还

和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人“撞”在

了一起。金融稳定处处长耿浩负责防范非

法集资的宣传，他先上台，讲了 40 多分钟，

被老人们急着“欢送”下台——大家都等着

那家公司上场。

年轻的经理介绍，公司主打的理财产

品，每季度最多能有 14%的返利。经理还自

称，集团公司投资过《人民的名义》，得到发

改 委 专 家 的 认 可 。一 起 上 台 介 绍 的 ，还 有

“律师”和“银行员工”。

包括赵银光在内，不少老人现场登记

了信息。后来，他们被这家公司送过红薯、矿

泉水、洗衣粉、暖水袋、牙膏⋯⋯赵银光上下

楼，公司的年轻人冲上去架着她，每次活动

都有新鲜的水果吃，“真比俺亲闺女都亲”。

他们跟着这家公司去过“毛主席到过”

的珍珠泉礼堂，还在山东大厦登台表演，学

过寿司制作，看过油菜花。中午吃农家菜，

桌上摆着鱿鱼和其他海鱼。

“咱能不相信吗？太相信了。”赵银光

是老党员，被那家公司一连串“国家”“政

府”的大词唬住，5万元、三四十万元、六

七十万元，她一次次交了钱。因为 数 额

大，有人开车带 POS 机去她家门口，让

她钻进车里刷银行卡。

宣传团副团长王雪红是被一句“支持

国 家 金 融 发 展 ，实 现 个 人 企 业 双 赢 ”骗 到

的。有一次她从那家公司楼里出来，正好碰

到女儿。女儿问她干什么，她扯了句，“老年

大学在里边排练”。

另一位副团长田友娟本来只有存折，

每次“公司活动”前去银行取钱，提着装有

几万元现金的布袋子。她跟着这家公司办

了人生中第一张银行卡。

刚把钱转出去的时候，阿姨们每个月

都等着利息到账的信息提醒，捧着手机偷

乐，“美滋滋的”。后来，别说利息，连本金也

要不回来了。

她们到处维权，折腾了半个月，听说那家

公司的资金链断了，熟悉的地方人去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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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宣传手册，不看不知道，一看就

明了。”阿姨们对着围观的人群讲。

站在社区礼堂的讲台上，她们强调自

己总结的“五招 ”：学金融知识、存风险意

识、克服贪欲心、有钱存银行、远离相关项

目，“招招都好使，一招就管用。”

“存风险意识”还分“三看”“三思”“三

不要”。阿姨们斩钉截铁地说，甜言蜜语是

别有用心，小恩小惠等同于诱饵，讲座、参

观和旅游背后是骗局，至于高额回报那更

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下面是陷

阱，你去见馅饼，定会掉陷阱。”

曾经，她们被骗后没法原谅自己。听说

钱要不回来，赵银光脑袋“轰”地一片空白，

过马路差点儿被车撞，被身边人猛拉了一

把。她在屋里偷偷哭，不敢和家人说。

田 友 娟 损 失 了 27 万 元 ，好 几 天 睡 不

着，想过自杀，“一辈子算是完了”。她住女

儿家，女儿信任她，外孙女的压岁钱交由她

保管，“投没了真比丢了还难受”。怕耽误当

公务员的女婿，她后来没敢死，但听说身边

有“老姐妹”真的结束了生命。

近 年 来 ，济 南 市 地 方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局 金 融 稳 定 处 处 长 耿 浩 见 过 形 形 色 色 的

受 骗 者 ，卖 了 房 子 无 家 可 归 的、夫 妻 离 婚

的、老 人 被 孩 子 赶 出 家 门 的、患 癌 无 钱 治

病 的 ⋯⋯ 不 仅 追 不 回 财 产 损 失 ，他 们 也

解不开自己的心结。

在实际的案例中，那些老人并不是“看

上去就好骗”。有人家中有两位公安人员，

有人亲属居省部级职位，有人上世纪就在

学校教英文，做了一辈子会计的、退休前是

企业干部的⋯⋯

“我怎么就受骗了呢？”赵银光反复问

自己。她曾是轻骑集团分厂厂长，为了推销

摩托车，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去过美国、日

本 ，还 跟 着 货 车 跑 宣 传 ，坐 在 副 驾 座 位 盯

车，“见过挺大世面”。

她是企业管理层唯一的女干部，穿蓝

白相间的工作服，“和工人一码儿的蓝不一

样”。到了退休的年纪，她被留任 5 年。她完

成过企业兼并，还被派去当另一家上市公

司的董事。投资时，她没和儿女商量，“我挣

的钱我支配”。

这些被骗的老人习惯出门坐公交车，

除了买菜、交水电费、给孙辈买玩具，几乎

没什么支出，有人几十年里穿得最多的就

是工作服。随着城市化进程，一些人还拿到

拆迁款。她们喜欢存钱。

在赵银光损失的 104 万元里，有投资

股票挣下的第一桶金。30 年前，她买入轻

骑集团的原始股，后来增涨了 6 倍。这笔钱

里还有她婆婆的拆迁款。

沈小平 68岁，7年前“坑”她的公司说，企

业有医药厂和百亩石榴园，倒不了。她投了

钱，母亲、姐妹也跟着投了，她最愧疚带一家

子“入伙”。钱要不回来了，她怕 90 岁的母亲

受刺激，拿了两倍的钱还给老人，硬说挣了。

第一次从办案人员那里听说自己参与

了非法集资，阿姨们都很惊讶。她们总结，

“不了解才上了当”。

在济南市老年人大学，赵银光又一次

碰到来讲防骗课的耿浩。耿浩说要招宣传

志愿者，赵银光想，讲自己故事比讲书本上

的案例强多了，“这事儿我能干”。

2017年 5月 16日，在济南市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指导下，宣传团成立了。赵银光拉

来第一期团员，多是女性，基本都受过骗。

第一回出门发传单，赵银光、田友娟

和一位团员一大早从家里出发，提着塞满

材料的布兜子，坐 1 小时公交车赶到郊区

集市——那里有熟人办活动，她们不会被

赶走。

顶着大太阳，她们边发传单边吆喝。两

个半小时里，有路人不看她们一眼，有人把

她们当骗子。一些发出去的宣传单被随手

丢弃，她们捡回完整的继续用。有老人在广

场上拉呱（山东话“聊天”——记者注），她

们凑上去插话。

传单字小，老人眼花不爱看，她们就把

内容排成节目。上广场，打横幅，拉旗子，敲

锣打鼓。通常赵银光一吆喝，就有人围上来

看热闹。这群老人能唱戏，还能说快板。

赵银光和她的队友们恨透了诈骗者的

“宣传手段”，但把这些招数用了起来。她们

再清楚不过，非法集资公司送鸡蛋、山药、

挂面、旅游给老人，承诺高额利息回报，其

实是“琢磨你的本金呢”。于是，除了《防范

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宣传手册》《给广大市民

的一封信》，她们还往听众手里塞印着宣传

语的围裙、扇子和扑克牌。

3

“阿姨反诈团”在济南市 87 个社区挂

牌建站。一开始摸不到门路，一位团员去家

附近的社区“磨”，总被对方以“太忙”婉拒。

次数多了，对方同意试试，几个月后社区负

责人对她感叹，“原来你们不要钱”。

阿姨们进市中心的老年大学、社区、银

行，也不放过城郊。

她们的演说内容有 5 分钟、10 分钟、20
分钟 3 个版本。团长赵银光见过一位老人，

上午 11 点，课没听完就急着搬凳子回家做

饭，她赶紧在舞台一侧朝主讲人比个结束

的手势。她们常常在党课、消防课、养生课

后“顺带”上场。

有些地方“容易出问题”，她们就常去。

一家银行的员工透露，附近拆迁，老人刚拿

到钱，阿姨们赶紧行动起来。气温降至零下

七八摄氏度，她们在集市上铺地毯表演。80
岁的赵银光除夕前一天还到郊区发材料，

下雪天，她也和团员去社区谈合作。

济南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吴

哲记得，有一次，通知 30 人来听“阿姨反

诈团”的课，活动现场来了 130 多人。讲

到被骗经历，赵银光看到台下有聋哑人挥

着手，用力点着宣传册。 她 知 道 ， 那 是

“中过招”的人。

阿姨“成团”，最初有十几个人，现

在超过了 150 人。有老党员听完课当场报

名的，有退休官员要当志愿者的，团里吹葫

芦丝的老太太拉来同好，能跳广场舞的阿

姨也不少。

副团长田友娟的丈夫 80 岁了，创作过

快板《上当》、双簧《严防受骗》等 4 个节目。

这位老人被号称“投资水厂”的项目骗过 3
万 元 。4 年 前 ，团 员 张 爱 萍 家 被 骗 了 30 万

元，她编了一出《张大妈历险记》，用“山东

琴书”来演绎，一句句教给队友。没乐谱，但

所有人都学会了。

“公演”时刻到了，阿姨们穿好肉丝短

袜，揣 着 老 花 镜 ，背 上 装 满 水 的 保 温 杯 出

发 。有 人 用 小 车 拖 上 展 览 用 的 支 架、演 出

服、立杆耳麦和山东大鼓。

在 这 支 女 团 里 ，成 型 的 节 目 有 近 40
个。算上没登台的，有将近 100 个，包括旗

袍秀、千手观音、大合唱。她们还和残疾人

一起演《天上不会掉金蛋》，在现场把象征

着陷阱的金蛋狠狠砸碎。

赵银光是济南人。她上街宣传遇见朋

友，被问“你还能受骗 ”。有熟人拉着她感

叹，“俺亲戚和你一个样”。

赵银光过去不好意思提那 104 万元的

事儿，现在她想通了，“咱是被骗了，不丢

人，每演一次，宣传面大了，人们上当的几

率就小了”。

“宣传手册是我们战斗的武器，是你们

防上当的清醒剂、护身符。”团员在演讲稿

里写道。

她们把宣传材料背回家堆好，去免费

的公园、写字楼大厅“蹭”排练场。后来，在

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支持下，阿

姨们在舜耕路有了一间办公室，可以穿着

亮红色的团服“朝九晚四”地打卡。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她们没

法演出，就搞了一场“防范非法集资”书画展，

收到 1100多幅作品，最大的参展者 88岁。

阿姨们还拍短视频，扮成受骗群众、金

融知识宣传员或骗子。有人捏着嗓子出演

角色，“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来钱

快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兼营销主任兼首席

推销员，反正公司就我一人”。有人演小孩，

劝老人提高警惕；一位友情支援的男士穿

上裙子，鞋上绑朵大红花，扭着舞步扮受骗

大娘。

录视频时，田友娟直面镜头，对骗子宣

战，露出银色的假牙。

这支银发女团时刻关注着国家政策的

变化，金融监管新规施行，她们会有针对性

地进行讨论，还会拎出口号加到剧本里。“要

想投资先记牢，看看是否有执照，金融监管

手续全不全，多看！”“为了防止来受骗，正规

银行是首选，高额回报来钓鱼，不眼馋！”

团员们记得，她们去商场门口演出，几

个 老 太 太 听 完 后 松 了 口 气 ，“ 正 准 备 投 钱

呢”。有警官请赵银光劝自己母亲去报案，

老人不相信儿子，说“别看你小子干公安，

我就是愿意投”。

一位老人到银行转账几十万元给陌生

人，柜员反复确认，老人以为银行是要拉

储蓄，不耐烦。直到看见宣传团送来的小

册子，才意识到差点受骗。团员张爱萍曾

被 一 位 老 人 拉 住 ：“ 你 演 的 大 妈 就 是 俺 ，

前年被骗去一辈子攒的辛苦钱 50 万元。”

她劝，咱还有退休金，健健康康地一定会越

来越好。

最忙的时候，阿姨们一天演两场。在济

南，有 新 成 立 的 金 融 公 司 想 请 她 们 去“ 站

台”，被直接回绝。

她们得到了“泉城阿姨”的外号，“听着就

刺激”，感觉和“朝阳大妈”不相上下。她们底气

十足，“我们是在阳光下，骗子是在阴暗里”。

阿姨们的反击取得了很多场胜利。有

一次，她们在办公室附近遇见金融公司发

传单的人，决定去看看。进了门，田友娟走

在 最 后，偷 偷 拍 照 。听 完 这 家 公 司 的 理 财

“大讲堂”，阿姨们劝在座其他老人“礼品拿

着，钱别投”。去了两次后，她们向耿浩做了

举报，并提交了图文证据。那家公司后来搬

离，现已被立案调查。

还有一次，听闻有公司在写字楼“大爷

大娘”地拉人，她们跑到前台，高声说要来

宣传。第二次去，她们听说那些“骗子”已经

打包离开了。有团员分管的社区站点，实现

了全年居民“零”受骗。

有公司卖养老床位，让老人存钱每月

拿高息；有公司号称低价卖字画，升值部分

返还老人；有地方先办“免费的”旅游和体

检后就收钱；所谓的“某某金融互助社区”

说投资是帮人做善事；还有打着“你消费、

我报销”旗号的，其实是拆东墙补西墙。

太痛恨骗子，团员李学珍甚至会自己

掏钱“卧底”，收集证据。

她们举报过 10 多家“有问题”的公司。

耿浩记得，阿姨们并不健忘，她们会一直问

处理结果，没进展的话还催他想办法。

办公室里，椅子、热水壶、文件袋、笔，

都是阿姨们从家里带来的。

耿浩支持她们在济南设立了 100 块公

益宣传栏。广告公司半年维护一次，平时阿

姨们自己管，最多一人负责 6 块。她们爱惜

这些阵地，每逢雨雪天气后，就背上抹布和

拖把，出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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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算过，这支宣传团成员的平均年

龄是 63 岁。

成员们努力追赶时代，基本上每人都

有智能手机。她们在朋友圈转发团里的新

闻，给好友发为宣传团拉票的私信。

这并不容易。一位总写文章的团员，手

机标题字号占屏幕的四分之一，加微信好

友要花两三分钟。表演队骨干李学珍在宣

传团成立的前几个月，才在儿子的帮助下

开通微信。田友娟接触智能手机算早的，从

小灵通、老人宝换成儿女淘汰的 iPhone3、

4、6、7，始终落后于最新款四五个版本，目

前她还不会上网检索信息。

赵银光每次用微信找人，都要沿着对

话窗口一个个往下滑。她专门给团员开过

会，让她们把网络昵称改成真名。她手机里

的应用软件除了出厂设置的，只有微信、学

习强国和一个她不会用的打车软件。没人

会用手机软件点外卖。

她们的日常生活是老年化的。群里每天

最后一条信息一般也在晚 10 点以前，演出

会早半小时候场，中午必须按时吃饭。

有人拎的布包被磨得起满线球，有人

把花朵样式的雪纺外套搭肩上当丝巾。不

少团员染了黑发，凑近了看，鬓角新发透出

白色，皮肤上老年斑遍布。

每次活动结束，赵银光就在群里发起

接龙，让团员到家报平安。她给每个团员买

了人身意外保险。

赵银光上楼要把扶手，说话久了要扶

住额头。她把办公室钥匙包交给更年轻的

田友娟保管，钥匙包边角破了，田友娟掏出

随身带的针线缝补。每次开会，几名骨干戴

着老花镜、抱着厚厚的笔记本写字，有人已

经记完了七八本。

赵银光有白内障，今年 3 月做了一只

眼睛的手术。术后两三个小时就瞪着另一

只眼睛发微信，处理团里的事。田友娟得过

两 次 癌 症 。最 近 一 次 是 乳 腺 癌 。手 术 前 一

天，她还把书画展的稿子送到印刷厂，术后

一星期就回团报到。她骨折过，吊着胳膊出

现在演出现场，做后勤。

团员于树芳带孙子时磕破了头，缝完

针就回来打卡。李学珍摔断了腿，刚见好就

从城西跑到城东演出。姜淑梅切了大脚骨，

想买双大点儿的鞋早点来活动。取肠息肉

的、得盲肠炎的，总有老人因为突发状况去

医院，过几天又归位了。

赵银光每年打卡 270 天。急着出门时，

就叫老伴儿叠被子。她和团员谈工作、排节

目，有说不完的话，对着老伴儿，则是早晨

问问做饭了没，晚上问问吃药了没。

她们节省，在路上的时候，非紧急情况

不打开移动数据功能。但赵银光和田友娟得

开着，加入宣传团的 4 年，她们晚上没关过

机。田友娟随身带一块充电宝，她曾患肺炎

住过 29天院，套餐外的流量花了 4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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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里，阿姨们找到了琐碎家事外的

另一个自己。

来宣传团之前，她们习惯了接送孙辈、给

全家做饭、处理家务。而在上台前，她们会脱下

深色运动鞋，换上修身旗袍，涂上眼影、腮红、

口红，盘起头发，描根根分明的假睫毛。

有人坦言，在家基本不换衣服，脸都懒

得洗。

张爱萍年轻的时候，送儿子学画画、弹

电子琴，自己则整日坐在办公室和算盘打

交道。如今在宣传团，她拍照、写新闻、给节

目做 LED 背景。偶尔闲暇，才给丈夫包顿

饺子冻进冰箱。

于树芳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当声乐班、

二胡班班长。她去银行办事，碰见发传单的

赵银光，来了宣传团。原本她计划要伺候女

儿二胎的月子，就此改了主意。

阿姨们爱穿鲜艳的团服，夏天是红色

的短袖 POLO 衫，冬天是红色的面包羽绒

服 ，秋 天 是 玫 粉 色 的 冲 锋 衣 。她 们 确 实 红

了，在广场、剧院里演，对着电视台的摄像

机唱。李学珍去做按摩，被服务员认出来，

“你不是电视上的名人嘛”。

好几人在社区评上了优秀党员，于树

芳接到参加表彰会的电话时愣了：“我有那

么优秀吗？”

沈小平跳广场舞 5 年了。但宣传团不

是公园，“想歇就歇”，她穿着团服，戴着镶

金边的绶带，练合唱、发传单、讲课，从家到

办公室要一个半小时，倒 3 趟公交车，她从

没迟到过。

阿姨们的日常练习，没有巨大的镜面

或高级的音响，她们刷着马桶唱，烧着排骨

唱，晾着衣物唱。赵银光让大家自由表演，

把看家的本领展示出来。她常盯着人催节

目，“弄不出来不能走”。

阿姨们有股“韧劲儿”。一个道理，别人

听 不 明 白，她 们 就 一 直 解 释 。遇 见 唱 反 调

的，她们会勇敢驳斥。“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是她们的“事业”。

在她们各自的家中，有老爷子开始学

做 饭 了，有 小 外 孙 会 说“ 姥 姥 打 击 非 法 集

资”了。她们的新闻出现在家庭群、儿女的

朋友圈。田友娟的手机锁屏照片是展示荣

誉证书的自己。

100 多个女人凑一起，不好管，团员也

“抢 C 位”“争分段”，不如愿的要生闷气。赵

银光让她们现场表演，谁好谁上。

她从别的群里学定规矩，总发广告的踢

出群聊。迟到的，第一次口头批评，第二次站

着唱歌，第三次取消团籍。每小组一周排练

一次，她专门强调，不能把家里的小孩带来。

有知名吕剧表演艺术家来参加活动，穿

花衬衫挤进统一的团服队伍合影，被赵银光

请出去。这位艺术家还有一次给节目当评

委，和邻座低头说话，下一场就被赵银光调

换了座位。

这位团长还会做荣誉登记本，记下团员

的出勤和活动情况，留着年底表彰、发奖状。

团里仅有的 10 多个男性成员，都不在

“管理岗”。赵银光有自己的认识——男性

受骗后大多沉默，爱在家附近和邻里下棋。

不少人拄着手杖一瘸一拐，耳朵聋，主意还

正，跟他们说话“基本靠吼”。

她在老年大学组织活动，发现兴致勃

勃来参与的男性多是单身，“人家是来找对

象的”，她不想惹麻烦。

所有新来的团员，赵银光都登记了基

本 信 息 ，留 3 个 月 考 察 。年 纪 太 大 她 也 不

要，70 岁就是一道坎儿。

管理企业的办法，被赵银光拿来用。除

了团长、副团长，这个团还有专业的顾问，

分宣讲团、表演团，下设合唱、葫芦丝、时装

等小组，都有小组长。

田 友 娟 管 考 勤 ，每 天 在 团 员 名 后 画

“勾”“叉”。宣传团里有 38 个党员，她们还

成立了党支部。团训是：“老有所为，无私奉

献，志愿服务，防范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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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槐荫公安分局振兴街派出所副

所长谢磊看来，非法集资不到一定金额，构

不成犯罪。打击这一类公司，主要还靠给潜

在的“被害人”摆事实、讲道理。

济南市平安银行舜耕支行是宣传团的

挂牌站之一。行长薛虎说，客户有存取款自

由，如果执意要转账，他们迂回提醒。要是

电子转账，人不到银行来，柜员们想盯也盯

不着。

宣 传 团 第 一 个 挂 牌 的 社 区 是 七 东 社

区，综合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王美华

说，社区里有个老太太，家里堆满垃圾，工

作人员定期上门清理。老人前年被邻居拉

着投资了 10 万元，好久没有收到利息了。

社区帮忙找律师一查，公司早被立案调查，

可老人毫不知情。儿女远在他乡，又不信任

社区，这样的老人不是个例。

在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稳

定处，耿浩的宣传工作最初总是单兵作战。后

来，全国各地成立了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但职能分散在 10多个部

门，要形成合力并非易事，一些人不足够了解

非法集资特点，一起开会的人员也经常变动。

直到阿姨们的宣传团来了。

济南鞭指巷社区和宣传团合作了 3 年

多。在社区党委书记任梅花的印象里，宣传

团来办活动，至少一个月有一回。

截至目前，阿姨们的团已组织各类活

动 400 多次，获奖证书和奖杯塞满三层的

办公柜——济南市“三八红旗集体”、济南

市“最佳志愿服务项目”等，但赵银光还是

最喜欢台下的掌声。

有外地志愿者来学经验，交流后表示，

“这样的人不好找”。电话费、交通费、饭钱，

阿姨们自己掏，办活动常常“搭钱”。

耿浩说自己变成了“拖后腿”的那个。

下雨了，天热了，他劝阿姨们歇歇，被反驳

“跟人家定好了，必须得去”。元宵节，阿姨

外出打腰鼓，里面穿一套秋衣裤，外面套一

件丝绸服，冻得打哆嗦。一上台，她们把脚

步跺得砰砰响。

今年 5月 1日，国务院发布的《防范和处

置非法集资条例》施行了。山东省建起“金安

工程”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抓取做非法

集资广告的公司。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也有了行政处罚权。“也许再有两三年，她

们就可以结束使命了。”耿浩笑着说。

赵银光 80 岁了，她在和时间赛跑。想

着自己再多干几年，被骗的人就能少几个。

和她一样，很多团员都觉得，上台的那

一刻，才能忘了“受伤的痛”。

阿姨们开始反击了

宣传团进济南鞭指巷社区演出。

赵银光和田友娟在等公交车。

赵银光（左二）带团友排练。

准备上台的赵银光。

李学珍（左一）、赵银光（左三）、田友娟（右二）、姜淑梅（右一）去济南玉函南社区谈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