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强化“防非轻骑兵”品牌打造
武汉市处非办不断扩大防非宣传工作实效，通过“武汉处非”微

信公众号、朋友圈、抖音、“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报刊、线下讲座、“防
非轻骑兵”文艺演出、街道社区网格员等方式，紧扣群众关于非法集
资的知识盲区、认识误区和受骗重灾区，不断丰富宣传内容和形
式。强化“防非轻骑兵”宣传品牌打造，广泛动员、吸引优秀企业、个
人积极参与，共同缔造法治有序、平安稳定的美好环境和幸福生
活。防非宣教工作覆盖全市约150个街道、2400个社区、1.1万个小
区、7000个微信群，接受宣传教育居民群众累计约368万人次。

市州传真

宜昌：防非宣传随戏曲进乡村
宜昌市五峰县结合“戏曲进乡村、廉政文艺直通车、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2023年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活动开展防
范非法集资宣传。县市区联合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组建6支宣
讲团队，全年共开展进社区（村组）、旅游景点、高校等进行防范非
法集资宣讲活动530余场次，活动现场覆盖群众近4万人次。

荆州：“金融卫士”守护居民钱袋子
荆州市沙市区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沙市区公安分局、各社区（村组）网格员和金融机构创新组
建“金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品牌，聚焦辖内102个社区、村组，
近60万居民，常态化开展金融风险宣传教育进社区、进村组，通
过发放折页、案例讲解、现场互动等方式宣传防范非法集资与金
融知识，为辖内居民送上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知识服务，打通防
范金融风险最后一公里。一年来，“金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进社
区活动开展42场，现场参与居民超3000人，辐射带动金融机构、
社区自主开展宣传活动101场，累计参与人数超6万人。

十堰：持续开展宣讲进村组活动
2023年以来，十堰市聚焦防范非法集资宣传，突出重点领

域、重点人群、重点地区深入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建立了十堰市防范非法集资政策法规宣讲团，先后在高校、行
政机关、社区开展了3次宣讲活动；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进
社区（村组）12场；与十堰市艺术剧院合作编创防范非法集资
节目2个，在全市开展演出13场；入驻抖音平台，运营“金融小
卫士”，发布防非短视频16部，累计播放量达17万人次。

咸宁：发起视频大转发活动
咸宁市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防范和处置非法

集资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全社会自觉远离非法集资的浓厚氛
围。发动全市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网点，在营业大厅
持续播放警示教育片和防范非法集资系列短视频。发动市县
两级成员单位、金融机构干部职工开展微信群、朋友圈视频大
转发活动，组织社区（村组）干部、综治网格员、物业公司、学校
教师等将公益视频转发至村民群、小区群、家长群等，营造浓
厚宣传氛围。通过网站、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作品，点
击量、转发量共计252.6万次，互动宣传覆盖人数超2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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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源头治理深化源头治理 筑牢金融风险防控筑牢金融风险防控““防火墙防火墙””
——我省持续深入推进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扎实稳妥化解风险”。

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2023年以来，在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我省坚持以机制建设为抓手，源头治理为主线，案件处
置为重点，持续深入推进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守住了不发生
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认清“画饼-造势-吸金-跑路”套路
警惕农业、旅游、养老等领域非法集资陷阱

线上线下结合 拉网式、无死角监测预警

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密切监测着全省企业“风险指
数”。湖北省金融活动风险预警平台上线以来，实时监
测全省企业是否进行金融风险活动。据介绍，湖北省金
融风险预警平台在2022年上线运行并与国家平台成功
对接，归集关于政务、司法、第三方机构以及信访、举报
投诉等内容的1.5亿条数据，对全省241万家企业从80
多个维度实施全时段、全方位监测，对监测发现的疑似
非法集资风险线索网上实时交办。

我省持续优化“四位一体”监测预警体系，夯实行业
主管、监管部门风险监测责任，提升基层网格员识别、发
现风险的能力，加大群众举报奖励力度，扎实推进非法
集资风险隐患早识别、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人民银
行湖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湖
北证监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充分发挥监管监测优势，及时
移交存在账户异常、现场检查异常的风险线索。

常态化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工作，实时堵漏洞、
补短板。我省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全年累计投入20余万
人次组织开展金融风险隐患大排查、民间投融资机构涉
非涉稳风险排查、解债类非法集资风险排查、第三方财
富管理公司排查等专项排查，排查市场主体15万余家。
其中，宜昌市持续开展“半年查、季度扫、年度打”的常态
化风险排查行动，每季度开展一次“扫楼行动”，对街头
店面、商务写字楼等楼宇进行逐一排查，及时处置风险
隐患。

创新宣教形式 让防非入脑入心

多层次、立体化、广覆盖的宣传教育，有助于从源头
上遏制非法集资高发蔓延势头。我省创新方式，推动宣
传教育入脑、入心，增强人民群众风险防范意识、非法金
融活动识别能力和抵制非法集资意识。

我省各地纷纷打造宣教品牌，投入专业力量1.5万
余人，结合地域特色，持续推进“武汉市处非轻骑兵、襄
阳市防非处非志愿服务队、沙市区金融卫士”等宣教队
伍建设，创建了“咸宁金融庙会”“宜昌金融大讲堂”等宣
传教育载体平台。

为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防非宣传工作，武汉在
全市招募“防非轻骑兵”志愿者，得到了银行、保险、证
券、律所、高校、社区等领域的积极响应。目前，武汉
市“防非轻骑兵”宣传志愿者队伍已增加到80支，防非
志愿者约1200名。“防非轻骑兵”宣传志愿者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贯彻落实防非宣传工作要求，深入社区、农
村、校园、单位、机构网点，累计开展防非公益讲座、文
艺演出、法律咨询等线下活动近千场，采用相声、湖北
大鼓、快板等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曲艺节目形式，生

动易懂地对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和展示，提供防非
知识盛宴。

襄阳着力筑牢防范非法集资第一道防线，以全市
714个基层金融机构网点为基础，发挥网点点多面广、贴
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组建襄阳金融青年“防非处
非”志愿服务队，全面扩大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的
宣传攻势，使非法集资等金融活动的危害性家喻户晓，
路人皆知，2023年开展进农村、社区、企业等各类宣讲讲
座100余场次。

推动常态化宣传与集中宣传相结合，我省扎实举办
防非短视频征集大赛、集中宣传教育月等活动。防非短
视频征集大赛共征集短视频525条，获评第三届“守住

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短视频征集大赛优秀组织奖。我
省各地创新优化宣教方式，发挥抖音、快手、微视频等短
视频平台作用，不间断投放自拍自导自演防非优秀宣传
短视频；盯紧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持续推进“七进”宣传
教育活动，全面营造“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非法集
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的浓厚氛围。

下一步，我省将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严厉打击非法金
融活动，进一步优化省、市、县、乡、村五级工作体系，构
建完善党委政府管地域、行业部门抓条线、司法机关统
系统的矩阵式工作格局，全面推进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
工作。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
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
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非法集资套路形形色色，均离不开高息诱惑这个
“现象”，具体表现为“画饼-造势-吸金-跑路”。

“农业投资”当心陷阱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农业投资的旗号，以发展现代农
业为噱头，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投资人资金。农业领
域的非法集资通常都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能给予出资人
货币、实物等形式的高额回报。其中，有的以预订鸡苗
形式吸收资金，承诺以收购或包销产品等方式支付回
报；有的以转让林权吸收资金，承诺返租或回购等方式
定期支付高额利息；有的以代管、代养、代销的方式吸收
资金，承诺在一定期限后给予现金回报。对于投资者来
说，一定要深入了解投资项目的真实性，理性分析投资
收益的可能性。对所谓“高回报、保本金、低门槛”等诱
惑以及打着各种幌子的非法集资活动，要保持头脑清醒
和理性判断。

除了以上几类，目前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农业骗
局。主要有四类，一定要注意识别：

1. 假借乡村振兴政策，借口种植、养殖、项目开发、

合作社发展等向农民筹钱。
2.“空壳社”无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却虚构“盈

利”，吸引农民认领股份、入股分红。
3. 假借商品销售、回购、转让等方式，引诱农民参

与，实际上只是为了圈钱。
4. 利用“互联网+农业”概念，通过电商、手机App

等形式集资，然后“跑路”。

“免费旅游”不要上当

近年来，一些不法旅游服务机构打着“旅游业务”的
幌子，用“免费”旅游、储值投资、消费返利等方式诱骗消
费者，非法吸收资金。出游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不
要被“新型”旅游项目和服务迷惑，以防上当受骗。参团
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不要贪图便宜选择所谓
的“低价团”或者“免费团”。

旅游领域非法集资主要形式有：
1.“会员卡游”。以成为会员等名义吸收资金，承诺

消费者交纳会费后可享受免费旅游或低成本旅游，并定
期给予分红，消费者如不参加公司组织的旅游项目，可
按照该旅游项目的标价获得超额退款。

2.“投资项目游”。以投资、加盟、入股旅游项目等
名义，邀请社会人员外出旅游考察所谓的项目，鼓吹消
费者投资。

3.“预付款游”。以售卖“旅游套餐”预付款产品的
名义，以“低价游”为噱头收取用户预付款，并承诺回购
付息，以廉价产品吸引消费者。

4.“出境保证金游”。以出境游保证金为幌子，收取
高额押金、保证金等，提供旅游产品，并承诺给付高息，
已超出了旅行社的正常业务范围。

“养老公寓”仔细识别

一些机构和企业打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等名
义，以“高利息、高回报”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活动吸收

老年人资金。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1. 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非法集资。一些养老机

构缺乏实体基地，或虽有养老实体但明显超过床位供给
能力承诺服务，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预
交“养老服务费用”等名义，以向会员收取高额会员费、
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等形式非法集资。

2. 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非法集资。一些机构或
企业打着投资、加盟、入股养生养老基地、老年公寓等项
目名义，以返本销售、售后返租、约定回购、承诺高额回
报、“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等形式非法集资。

3. 以销售或长期出租“养老公寓”为名非法集资。
一些机构或企业以销售虚构的养老公寓或者以长期出
租养老床位、销售养老公寓使用权等名义，声称入住即
给予优惠折扣、不入住也可给予高额分红，收取高额房
款、租金、押金等形式非法集资。

4. 以宣称“以房养老”为名非法集资。一些企业打
着“以房养老”的旗号，诱使老年人签订“借贷”或者变相

“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抵押房屋以获得出借
资金，再将资金购买其“理财产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
等进行非法集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