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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嘉捷 通讯员 洪恒亮）
支付宝的“小荷包”功能是一个可以和亲朋
好友共用的小金库，但是近期却被骗子盯
上了，利用该功能进行诈骗。厦门警方通过
近期的典型案例，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提防
骗子利用“小荷包”实施的骗术。

日前，小刘收到自己初中同学的QQ信
息，一开始就提出转1800元到小刘的卡上，
并请求小刘将钱转给她的表弟。理由是自
己的微信用不了，而这笔钱是给她表弟治
病用的，她又联系不上表弟父母。看到自己
久未联系的同学发来的“求助”信息，小刘
没多想就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发给了“同
学”，不一会，小刘就收到了“同学”发来的
转账截图。可小刘查询了自己的银行账户，
发现1800元并没有到账，这时“同学”称“跨
行转账会有延迟”，并以表弟微信限额为由
要求小刘使用支付宝“小荷包”功能，建一
个“小荷包”群让其表弟加入。在开通了“小
荷包”功能后，小刘先后两次将共计1800元
由微信转入自己的支付宝“小荷包”中。随
后，小刘同意了其表弟在支付宝多人“小荷
包”中的成员权限，很快小刘“小荷包”里的
1800元就被“同学表弟”领走了。

在这之后，“同学”又要求小刘帮她想
想办法找其他人凑钱，可当时已经快凌晨3
点了，小刘没再回复信息。隔天上午，真实
同学通过QQ与小刘联系，告知昨晚是自己
的QQ号被盗了，要求转账者并非本人，小
刘才发现是被骗了，赶紧拨打110报警。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厦门警方分析，“小荷包”功能其实是
一个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共用的“小金
库”，但“小荷包”里的成员独立使用资金无
需其他成员确认，钱转出去不需要经过其
他一些手续，不需要任何密码就可以自己
取走，骗子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实施诈骗。

本报讯（记者高金环通讯员吕朝明）烫
发不慎被烫伤，商家拒绝退费，还不赔偿医疗
费，近日，市民池女士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

池女士前不久到集美区某连锁美发店烫
发。烫发过程中，池女士突然觉得头皮一阵灼
痛，立即要求停止服务，并独自前往诊所就医。

在诊所购买药品进行涂抹后，疼痛感
还是无法减轻。池女士认为，商家应该对她
的烫伤负全部责任，要求商家退款并赔偿
医疗费用，却吃了闭门羹。无奈之下，她只
好拨打了12315电话求助。

集美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接到投诉
后，对双方进行调解。经工作人员耐心调
解，商家表示愿意承担池女士的医疗费用。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商家退款并赔偿医疗
费用共计500元给池女士。

60多岁的老何在建筑行业
务工多年，2022年11月，他受雇
为丘先生的房子敲墙、搬运土
头。老何说，当时是包工头林某
和他联系的，双方谈好了工钱，
合计11750元。后来，林某迟迟不
肯支付报酬，老何于今年7月提
起了诉讼。

为了证明劳务关系，老何提
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表
明，老何发送了手写账单，列明
工钱，对方没有提出异议，并承
诺付款。但是法官一查，发现微
信账号的“主人”并非林某本人，
老何说不清那人和林某的关系，

林某又下落不明。于是，承办法
官建议他与业主丘先生联系，争
取他的理解和支持。最终，丘先
生配合提供了其与林某签订的合
同等书面材料，为老何提供了有
力的佐证。因林某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
答辩意见和证据，视为其自愿放
弃相关诉讼权利。

经审理，湖里区法院认为，老
何对其与林某之间存在劳务合同
关系有合理的信赖，依法予以认
定，一审判决林某应向老何支付
劳务报酬11750元。目前判决正
在公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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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九十的老奶奶经历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又被
亲孙女起诉至法院，为了儿子
生前居住的廉租房起争执。昨
日，湖里区法院发布了近期审
理的涉老权益保护案例。

王奶奶多年来一直同儿
子居住在位于湖里区的廉租
房。儿子去世之后，孙女小许
认为，该廉租房的居住权应归
属于她，奶奶应该搬离、归还
房屋，于今年4月提起诉讼。

这场至亲之间的纠纷在
法律适用上并不复杂，但是涉
及高龄老人的居住问题，承办
法官在案件之外做了大量的
工作。法官向市房屋事务中心
发函了解相关情况，确认该房
屋为廉租房。按照规定，承租
人去世后，即应收回，不存在
继承的情形。也就是说，小许
没有资格提起诉讼，依法应驳
回其起诉。但是，房屋如果马
上收回，王奶奶将面临居无定
所的困境。为此，法官又与市
房屋事务中心沟通本案的特
殊情况，并向案件双方耐心释
法说理。为了保障高龄老人安
度晚年，市房屋事务中心同意
等待王奶奶百年之后再收回
该廉租房。在收到民事裁定书
后，小许也表示服判息诉。

法官表示，《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对老年人的居住进行了
相应的规定，比如，赡养人应当
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
强迫老年人居住或者迁居条件
低劣的房屋；老年人自有的或
者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他
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
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老年
人自有的住房，赡养人有维修
的义务。本案虽然无法以判决
确认老人的居住权，但通过多
方的努力，保障其老有所居，弥
合了祖孙之间的矛盾，契合我
国传统的公正、尊老理念。

2019年起，徐阿婆将其3个
银行账户及密码交给其中一个
女儿小林保管。如今，80多岁的
徐阿婆发现小林未经她的同意，
将其存款转移至自己的账户，而
徐阿婆还有其他的子女，为了避
免更多矛盾发生，她起诉要求女
儿还钱。

小林说，这些款项中有68万
元是母亲于2019年赠与的，母亲
还亲手写了书面证明；其余106.5
万元是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由她暂时保管。她还说，母亲自己
也有记账本，可以印证。案件开庭

审理时，徐阿婆的其他女儿出庭
作证，表示的确有赠与一事，但具
体金额不清楚。

经审理，湖里区法院认为，
徐阿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其出具的《银行账户及存款
委托代管情况说明》、赠与证明
在无相反书证的情况下，应视
为她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当徐
阿婆决定自主管理其财产，小
林应返还。扣除赠与的部分，近
日，湖里法院一审判决小林向
母亲返还 106.5 万元并支付相
应利息。

【其他案例】

法官表示，相当数量的老年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
后仍在提供劳动，特别是在建筑行业，老年人的劳动保护
问题更值得关注。老年人普遍缺乏证据意识。法官提醒，提
供劳务的过程中，要注意核实确认对方的身份，妥善保管
有关的凭证，及时与对方对账结算报酬。

包工头下落不明 大爷维权遇难题

【
说
法
】

法官表示，守好养老钱，才能老有所依。老年人对个人
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或
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以窃取、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
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老年人若将存款交由子女代为管
理，需要双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子女应及时汇报代管财产
的情况，留存凭证，以免引起侵占财产的猜忌。

【
说
法
】

赠与还是代管 老人起诉女儿还钱

“共享荷包”新骗局
警方提醒小心提防

美发头皮被烫伤
求助12315获赔

厦门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就像谨
慎与他人“共享屏幕”一样，市民群众也要
谨慎使用“小荷包”功能，防止因“共享荷
包”而遭遇财产损失。

厦门警方提醒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消费者在接受服
务时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享有依法获
得赔偿的权利。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人
身受到损伤的情况下，一定要得到商家的
确认，或者在商家的陪同下前往就医，以
免因商家不承认引起纠纷。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

九旬老人遭亲孙女索房
湖里区法院发布涉老权益保护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