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农民工不小心变成“职业背债人”，该咋避免？
法官表示，应多渠道提高其法律素养和风险意识，同时加大对背后黑灰产业链的打击力度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陈丹丹

“不到半年时间，我拿到了报酬却成了

‘老赖’，每天只能躲在家里。”近日，曾在广东

省东莞市某电子厂工作的阿胜告诉记者，他

通过朋友介绍和中介包装，成了一名“职业背

债人”。在获得高额分成后，他并未迎来自己

想要的生活，反而持续被催债，最终他选择辞

掉工作躲回老家。

当前，“职业背债人”呈现出产业化发展

趋势，致使个人征信受损、金融市场风险增

加，严重影响社会信用体系运行。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 17 日，

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超 844.9万人，这里面就

有不少“职业背债人”的身影。

因担任“职业背债人”而最终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的群体中，一些人是农民工。他们

经由他人介绍或轻信网络平台信息，误入“背

债”歧途，成了“老赖”。

“卖掉”个人信用，背负巨额贷款

“我今年 35岁了，一事无成，现在还背上

了欠款。”阿胜原本是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工

人，但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收入有限，听说有工

友通过“背债”赚钱，犹豫一段时间后，他也选

择做“职业背债人”。

所谓“职业背债人”，一般指以实现快速

获取高额利益为目的、专门为他人承担债务

的人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东高村人民

法庭法官雷明华介绍，这类群体通常具有较

为清白的信用记录，并通过夸大甚至虚构自

身资产、职业等情况从金融机构中获取高额

贷款，在分得一部分“好处费”之后，再将剩余

金额转交他人。

按照中介的要求，今年初，阿胜在指定地

点居住，通过中介伪造银行账户流水，冒充

“优质用户”以买房、二次抵押等名义向多家

银行贷款共 372 万元。阿胜拿到了一笔分

成，但却背上了高额贷款。

“这就是一锤子买卖，卖掉自己的信用，

没有任何大的风险。”对于成为“职业背债人”

可能带来的影响，中介忽悠阿胜：“顶多是成

为‘老赖’，被限制高消费，不能坐飞机、高铁。”

事实上，“职业背债人”面临的法律风险

远不止于此。雷明华表示，成为“职业背债

人”，不但需要承担归还欠款的民事责任，严

重的将可能面临诈骗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等刑事责任。本人及家人在升学、择业、贷

款、社会评价等方面也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背后暗藏完整黑灰产业链

像阿胜这样的农民工，是不法分子或中

介机构眼中理想的背债人选。

记者整理公开案件发现，相关中介招收的

“职业背债人”，一般倾向于选择收入低、无社保、

文化水平不高且无偿债能力的群体，像阿胜这

样收入低又想用钱的农民工成为他们的目标。

“不法分子可能以各种噱头吸引不懂得背

债后果的农民工等群体加入灰色产业链条中，

以套贷、背债为名开展诈骗活动。”雷明华说。

“背债”的类型主要包括房贷、车贷以及企业贷

等，贷款数额从几十万元至几千万元不等。

记者以急需用钱、没有贷款记录的农民

工名义，联系到一名“背债”中介，对方要求提

供身份证号码、信用分等个人信息。在该中

介的朋友圈中，记者发现了大量招收“职业背

债人”的广告。

那么这些收入不高甚至没有稳定收入来

源的农民工，为何能贷出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

元？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部分原因与

一些金融机构的监管漏洞以及“内鬼”有关。

去年 12 月，上海警方披露了一起涉案

6000 万元的房贷诈骗案。该案中，有银行职

员与贷款中介、房产中介等多方联手，利用

“背债人”买房骗贷套利。最终，34 名嫌疑人

被警方抓捕归案。

严厉打击职业背债行为

“‘职业背债人’现象频发，可能会导致金

融机构信用体系崩坏，致使大量贷款无法收

回、沦为呆账坏账。最终这部分信用成本会

转嫁给真正需要贷款的人，使得真正需要钱

的人更难贷款，形成恶性循环。”雷明华表示，

“职业背债人”严重破坏社会信用体系运行。

为了治理“职业背债人”乱象，近年来，各

地各部门严厉打击职业背债行为。今年 2
月，安徽省蚌埠市公安机关抓获某专门寻找

贫困、患病群体担任“职业背债人”的贷款诈

骗团伙。8 月，山东省德州乐陵市公安局侦

破一起特大涉汽车贷款诈骗案，同时研判出

涉及全国 24 个省份的“背债人”207 人，涉案

价值达 1.2亿余元。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人民

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案涉“职业背债人”的

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同时追缴其

全部违法所得，判令其退赔被害银行的经济

损失。

“现在整天担惊受怕，非常后悔。”阿胜告

诉记者，背上高额贷款后，他和家人的生活都

受到了严重影响，“天天被催债，出行和消费

也受限”。

如何避免更多像阿胜这样的人误入歧

途？“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工等群体的法律素

养和风险意识，通过社区宣讲、开展法律讲座

等方式，加强民众对‘职业背债人’需要承担

的法律风险、可能面临的不利后果的了解，引

导其免受高额利益诱惑的影响。”雷明华建

议，另一方面，应做好对新市民的金融服务，

告知其在面临生活困境、需要贷款时可以采

用的合法贷款方式。

此外，有关部门还需加大对“职业背债

人”背后黑灰产业链的打击力度，从源头上遏

制此类问题的发生。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农民工误入歧途成为“职业背债人”，殊不知其背后暗藏完整黑灰

产业链。法官分析，“职业背债人”法律风险高且社会危害大，不仅要承担还债责任，还可能

面临刑责。

本报北京 10月 17日电（记者甘皙）记

者从今日召开的国家邮政局第四季度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自 2014 年启动实施“快递下

乡”工程以来，我国农村寄递物流体系从无

到有，从初步建立到日渐完善。十年来，通

过接续实施“快递下乡”“快递进村”等工

程，不断加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为畅

通城乡经济循环，降低农村物流成本，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

献了行业力量。

据悉，国家邮政局于 2014 年提出了“快

递下乡”工程。2015 年，“快递下乡”工程被

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2020 年正式启动“快递进村”

工程。十年来，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农村

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制度供给不断丰富，行

业上下协同发力相得益彰，实现了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国家层面就推动

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脱贫地区

快递进村、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等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促进农村寄递物

流发展的政策体系日渐完善。基础设施体

系不断完善。到“十三五”末期，乡镇快递

网点覆盖率达到 98%，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

了“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截至目前，

全国累计建设 33.78 万个“一点多能、一站

多用”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农村寄

递“最后一公里”问题正在有效解决。助农

成果日益丰硕。在农村地区基础网络和设

施持续完善的基础上，快递业为现代农业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快递不断拓宽农产品

销售渠道，推动一大批有地域特色的农业

产业持续壮大，成为支撑农业、联结农村、

服务农民的重要载体，促进了乡村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2023 年，全国共打造 143 个业

务量超千万件的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

并在脱贫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形成 17
个业务量超 200 万件的典型县级项目。

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进一步完善县

乡村三级寄递物流配送体系。加强县级分

拨中心、乡镇网点和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

务站建设，不断完善县乡村寄递物流配送

的基础设施。同时，提高快递投递进村到户

的能力，有效畅通农村地区“最后一公里”，

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的快递服务水平。此外，

还要继续提高服务农产品销售上行的能力。

新疆阿克苏提高就业服务效能，让就业更有温度

告别“马路市场”走进零工市场

本报讯（记者黄仕强）记者从近日在重庆市万州区召开的

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以来，重庆脱贫人口

务工规模稳定在 81万人以上，目前完成年度目标的 109%，同比

增长 4.6%；脱贫人口 2023年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超 77%。

为让脱贫人口“有活干”，重庆一方面依托东西协作健全

劳务协作长效机制，深化与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等传统劳务

输入地的协作关系；另一方面，依托“一区两群”区县对口协同

发展机制，主城都市区向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提供就业岗位

5万余个。

与此同时，重庆通过大数据手段，实施跨区域务工交通补

助、企业吸纳社保补贴等政策“免申即享”“直补快办”，今年已

累计为企业减征失业保险费 22亿元，兑现就业帮扶政策资金

超 4 亿元，惠及脱贫人口 37 万人（次）；开发“渝职聘”服务平

台，向脱贫人口推送就业岗位 33 万个、提供就业服务 14 万人

（次）；建成零工市场（驿站）116个、帮扶车间 632个，培育劳务

经纪人、职业指导师等帮扶队伍 2.6 万人，为脱贫人口就近提

供就业服务；集中打造“巴渝工匠”“渝家人”等技能品牌，按需

实施紧缺职业（工种）专项培训，今年培训脱贫人口 1.7 万人

（次），帮扶就业超过 1万人。

此外，重庆还将脱贫人口作为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对象，

精准规范安置 9.6万名脱贫人口就业，为 31万困难群体代缴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费2600余万元，109万困难群体实现应保尽保。

重庆81万脱贫人口端稳就业“饭碗”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张勇 李正虎

“我家住在附近，离零工市场很近，平时

过来找点零活干非常方便。这边用人企业很

多，工资可以当月结，我很满意。”10月 15日，

在新疆阿克苏市多浪片区零工市场内，陆续

有零工人员前来咨询就业信息，阿迪力·吐尔

洪最近有两个月空档时间，希望能找一份短

期工补贴家用，由于具有丰富的机械操作经

验，他很快便被一家核桃加工企业录用。

为解决零散务工人员自发形成的“马路

市场”带来的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阿克苏

市按照“零工聚集在哪里、市场就建设到哪

里、服务就保障到哪里”的思路，打造出占地

7000 余平方米的阿克苏市零工市场。市场

设有零工求职服务区、企业用工服务区、招聘

服务区、生活服务区、培训区等 5 大功能区

域，并配备了服务大厅、电动车充电桩等设

施，搭建了零工市场线上小程序和云招聘直

播间。自运行以来，市场已举办招聘会 16
场，服务企业 405家，开展直播带岗 119场，吸

引 2.3万余人前来求职就业。

依托阿克苏世纪广场人员密集、人流量

大的地理优势，阿克苏市将其作为人才交流、

企业招工、个人求职、政策宣传的窗口阵地，

打造出“招聘广场”特色地标。并以“招聘广

场”为中心，将公共服务辐射至人流量大的夜

市，积极打造“招聘夜市”。

玉苏甫·吾甫尔今年 4月份就在“招聘夜

市”上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与一家

钢材加工企业达成就业意向，现在已是一名熟

练的钢构生产工人。“进厂后，公司安排了师傅

带我，我的技能水平提高了很多，工资从刚开

始的 4000元增长到现在的 8000元，家里的生

活越来越好了。”玉苏甫·吾甫尔开心地说。

截至目前，阿克苏市依托“招聘广场”“招

聘夜市”已举办公共就业服务活动 49 场，招

聘会 15场，参与企业 166家，提供岗位需求人

数 2155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711人。

同时，阿克苏市依托乡镇（街道）政务服

务中心、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业驿站等

载体，探索推进“党建+就业”工作模式，打造

15 分钟就业服务圈。去年，阿依努尔·克热

木在村两委的帮助下来到附近的化肥生产车

间上班，实现出家门进厂门，在家门口就近就

业，既增加了家庭收入还方便照顾家里。

截至目前，阿克苏市已建成就业服务驿

站 3 个，接待服务求职群众 530 余人次，开发

推介空岗信息 7100 余个次，举办招聘活动 8
场次，帮助 182名求职者实现就业。

阿克苏市人社局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九大产业集

群’发展和重点产业员工需求，有针对性地开

展组合式培训，大力开展订单、定向、定岗、新

型学徒制培训，坚持培训围绕就业、服务就

业、促进就业的工作导向，确保培训与就业紧

密衔接，不断拓展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

增加群众收入。”

“百里盐池”迎丰收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从无到有，从初步建立到日渐完善——

“快递下乡”十年基本实现“乡乡有网点”

责任编辑：甘皙

E-mail:grrbnmgzk@163.com

动态·纵深 2024年 10月 18日 星期五 5

打工前沿G

兰德华

据媒体报道，福州 95 后姑娘林小燕带领的壁画创作

团队主要专注于乡村文旅壁画的创作，这类项目的占比

达到了团队总业务量的六七成。自大学在校创业至今，

她的团队已带动近百人就业，实现年营业额超千万元。

青春的底色不仅是活力与激情，也是创新与创造。

林小燕，这位 95后姑娘，用她和团队在八闽乡村墙壁上创

作的一幅幅“有生命的”壁画，为我们展现了青春最亮丽

的底色——那就是用生命的热情创造、奉献、引领变革。

林小燕团队创作的壁画内容包括农耕文化彩绘、地

方特色风景彩绘、畲族文化彩绘、红色文化彩绘等，为乡

村文旅领域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冲击和文化魅力。这些壁

画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还成为吸引游客的打卡点，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过“有生命的壁画”参与到乡村振兴，不仅是林小

燕团队作品的创新之处，更是她青春故事的真实写照。

这些壁画，不仅仅是墙上的艺术，也是活的文化，是乡村

故事的讲述者，是乡村文化的传播者。通过壁画，林小燕

团队将八闽文化、非遗元素以及乡村美景，生动地呈现在

世人面前，让原本单调的墙壁变得栩栩如生，成为连接过

去与未来、乡村与城市的桥梁。

林小燕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的底色也是干事创

业。2016年读大二时开始创业，林小燕说，当时遭遇车祸

受伤被迫休学，学校和社会送来了捐款，创业既是想利用

专长赚钱也是想力所能及回馈社会。如今，她兑现了自

己的诺言。

面对不幸和困境，她将社会的关爱转化为创业的动

力，用她的专业技能和创新思维，开启了一段不平凡的创

业旅程。她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尊重，更为社会创造了价

值，并用自己的实际为乡村振兴汇集了涓涓细流。

青春底色，更体现在对社会责任的勇毅担当。通过

壁画创作，她带动了近百人的就业，实现了超千万元的年

营业额。林小燕及其团队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青年群体参与时代，同时被时代成就的生动注脚。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有行动、有坚持，青春

何处不放光彩。

在一幅幅“有生命的壁画”中，我们看到了青春该有

的样子。

“有生命的壁画”展现青春的底色

10 月 16 日，工人在河北省唐山市
曹妃甸区南堡盐场操作机械设备收获秋
盐（无人机照片）。

时下正值秋盐收获季，河北省唐山
市曹妃甸区南堡盐场的工人利用晴好天
气抢收秋盐，“百里盐池”呈现出一片繁
忙景象。

据介绍，南堡盐场是我国长芦盐区
海盐生产基地之一，占地 35万亩，今年
预计海盐总产量可达140万吨。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货运司机技能大比拼
近日，由浙江平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等

主办、林埭镇总工会承办、嘉兴市源源物流有限公司协办的平
湖市第二十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货运司机项目竞赛举行。

此次竞赛，来自全市 7个参赛单位的选手在理论和技能
竞赛中同台比拼。图为货车司机郑孝中正在进行技能实操
考核，他在此次竞赛中勇获二等奖。 本报通讯员 孙佳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