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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搗破「真碌卡假消費」詐

騙集團。有騙徒開設聲稱經營派

對房間的多間空殼公司，向銀行

申請成為信用卡商戶，再招攬

「搵快錢」的人充當「傀儡」，

向銀行共申請200多張信用卡，

更在派對房狂「碌卡」扮消費，

一年半內「簽賬」8,500 萬港

元，但實際上派對房並無業務，

款項實際上轉入了騙徒私人戶

口，而「傀儡」卡主則拖欠卡數

十萬至300多萬元不等，甚至要

破產避債，令發卡銀行蒙受損

失，警方拘捕主腦等24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假派對房招「傀儡」碌卡呃8500萬
卡主拖欠卡數多達300萬 警拘24人涉串謀詐騙

被捕的15男 9女，年齡由 23歲至 66
歲，其中一名57歲男子為主腦，報

稱無業，其餘被捕者任職保安、廚師、售
貨員及地產經紀等，涉嫌「串謀詐騙」及
「洗黑錢」被扣查。警方相信，大部分疑
犯因財困、貪圖小利而出賣個人資料給騙
徒申請信用卡。
調查發現，該詐騙集團由2019年1月至
去年7月期間開設一間空殼公司做派對房
間生意，並申請成為信用卡商戶，再成立
多家空殼公司，招攬負責碌卡的「傀儡」
卡主，向他們提供虛假僱員記錄、收入證
明及支薪記錄等，成功向多間銀行申請超
過200張信用卡，再在派對房間的信用卡
終端機不斷「碌卡」進行虛假簽賬，平均
每次簽賬額約4萬港元，最大一宗簽賬約
12萬港元。
詐騙集團其後將所得的簽賬收益，轉至
骨幹成員的私人戶口，分別提取現金或將
部分清還信用卡最低還款額，但最終信用
卡被「碌爆」，「傀儡」卡主拖欠還款，

甚至申請破產逃避債務。

搜32地點檢57信用卡
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分析情報及經深

入調查後，於前日派出百人搜查全港32個
地點，包括集團主腦和成員住所，檢獲57

張信用卡及銀行文件。
同時，搜查發現詐騙集團位於葵涌的派

對房間公司為一空置單位，並沒有任何業
務相關設施。
警方現凍結集團骨幹成員名下銀行戶口

資金，共約130萬港元。

款項轉入騙徒戶口
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總督察張恒暉昨

日表示，信用卡詐騙案一般是利用在店舖
購物後轉售圖利，但今次騙徒成立空殼公
司，再申請信用卡商用戶口，並直接現金

提取或轉賬至名下其他個人戶口。
警方提醒市民，串謀詐騙以及「洗黑

錢」為非常嚴重的罪行，根據香港法例第
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一經
定罪，最高刑罰是監禁14年及罰款港幣
500萬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香港特
區政府一直有意在與深圳羅湖口岸隔河相望的沙嶺
建設「超級殯葬城」，一條龍式提供殯儀、火葬及
骨灰龕場服務。近日有消息指，特區政府稍後會將
議程再次提交立法會。
有居於深圳的港人反對興建「超級殯葬城」，

「羅湖口岸附近是深圳羅湖的『金三角』，繁華商
業地帶，未來還要興建免稅城，很難想像消費者在
高檔商場購物一抬頭，便看到香港密密麻麻的墓
地。」不少在深港人均指出，近年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如火如荼，若在口岸附近建設「超級殯葬城」將
影響香港的形象，也不利於兩地市民的「鄰里關
係」，阻礙香港進一步融入大灣區建設。
港人王紀明10年前在羅湖口岸附近的港逸豪庭
小區置業。據悉，該小區的業主中為數近半是港
人。疫情之前，王紀明每天早上從家裡步行十多分
鐘便可以到羅湖口岸坐港鐵到香港上班，日後每天
上班的路上沿途都將看着「墳景」。
「家中裝修都要考慮會不會影響鄰居，這個項目的
選址，太靠近深圳這邊的居民區，難免影響兩地鄰里
關係。」他指出，香港一些墳場也靠近居民區，但卻
是「墳場」先建，與「超級殯葬城」的情況不同。
王紀明坦言，近年來國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羅湖區致力加強與香港合作，推動沿口岸片區
的發展，打造口岸經濟帶，而「超級殯葬城」的建
設不利於香港融入大灣區，建議結合深圳的規劃，
或者效仿福田口岸附近的落馬洲河套片區，發展利
於兩地合作的項目。
身為羅湖金岸業委會主任的港人倪德宏也認為，
該項目十年前做可行性研究，但近十年沙嶺和深圳
對岸的發展變化很大，道路規劃與環評等均已不符
實際，特區政府也無諮詢深受影響的深圳居民的意
見，一旦強行「上馬」，會使深圳居民對特區政府
產生不滿和偏見。
他建議香港效仿日本的做法，將焚化爐等設施建
立在政府辦公樓或官邸附近，這樣才能有效地進行
監督，並可消除市民顧慮及減少房價所受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從
前我在陽台種花看書，抬頭就是看深圳河和對岸
山景，心曠神怡。以後卻要天天看到一大片墓
地！」有居於深圳羅湖口岸附近小區羅湖金岸的
居民向記者大吐苦水。不少居於選址旁的業主聯
署反對，認為在臨近密集住宅區的地方建設超級
殯葬城，將嚴重影響日常生活與房價。

消息傳開後 單位租不出
「超級殯葬城」選址毗鄰羅湖口岸至文錦渡
口岸，對岸的深圳片區匯集眾多居民住宅，如
港人聚集的港逸豪庭、羅湖金岸、邊檢二大
院、廬山大廈等小區，從居民陽台、臥室窗台
可以看到殯葬城近在咫尺。有居民慨嘆，消息
傳開後，單位租不出去。
羅湖金岸、邊檢二大院等住宅小區依深圳河

而建，距深圳河不到200米，最近處甚至僅50
米。從朝南的居民家中望出去，是蜿蜒的深圳
河和對岸香港葱葱綠綠的山景，山水相連，風
景如畫，現時對岸卻是繁忙的工程。
在羅湖金岸居住了逾十年的何姐說，原本在種

滿花的陽台品茗或喝點小酒，很是愜意，「本來
讓我自豪的風景，今後卻很可能讓我自卑了。」

何姐和小區不少居民均認為，超級殯葬城雖
能解決香港民生問題，但政府也應該考慮深圳
市民的意見，「深港山水相連，有着千絲萬縷
的聯繫，殯葬產業是『厭惡產業』，不能只考
慮港人的想法。」
對深圳河北邊的居民而言，原本毗鄰香港、

朝南是房屋的賣點，「超級殯葬城」的興建卻
將嚴重打擊房價。陳先生去年底才在港逸豪庭
購房置業，「看中的就是朝南深圳河的美景，
如果知道有『超級殯葬城』，減幾百萬元我也
不會買，現時心裡很不舒服。」他認為，該項
目雖然十多年前便已開始規劃，但不少深圳市
民對此一無所知，直至近期才知悉。

憂建造工程會影響空氣質素
不少居民雖非居住在南向房屋，沒有直接看

到「超級殯葬城」，但也十分擔憂建造工程會
影響空氣質素。有沿岸的居民則表示，近期小
區的房屋買賣和租賃已受到打擊，「房租從約
6,000元降至約4,000元都無人問津。」有小區
業主已收集簽名，希望向香港特區政府反映意
見，但礙於兩地機制完全不同，不知如何傳遞
心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新冠肺炎疫情衝擊香
港經濟，基層市民生活更是百上加斤。香港社區組織
協會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基層非綜援婦女的健
康狀況遠差過一般香港女性，近70%受訪者要定期到
公立醫院覆診，但絕大多數都沒有申請醫療費減免。
有基層婦女反映，疫情下家庭收入減少，照顧子女任
務加重，生活處境更艱難。社協呼籲政府簡化非綜援
戶申請公營醫療費用減免的程序，並放寬入息與資產
限額門檻。

40.5%家庭申長生津等援助
社協於去年11月至12月份透過問卷訪問了222名

香港基層婦女，40.5%受訪者的家庭有申領長者生活
津貼、關愛基金津貼或在職家庭津貼等經濟援助。
其中，85.2%受訪者認為自己身體狀況為一般或

差，該比例在一般香港女性中僅佔33.6%。同時，
64.7%受訪婦女有骨質疏鬆、痛症等長期病患，同樣
遠較本港一般女性的30.8%為高。
調查並發現，69.8%受訪者需要定期到公立醫院覆

診，但她們中絕大多數（96.8%）都沒有向醫管局申
請醫療費用減免。未申請原因主要包括不知道有關信
息、申請程序繁瑣及需全家經濟審查太麻煩而放棄
等。

疫下收入急減 無餘錢物理治療
受訪者陳太太表示，其家庭收入全靠丈夫駕駛的

士，但疫下經濟不景，丈夫收入急減，她與女兒均是
長期病患者，每次百多元的覆診費用都加重家庭負
擔，更無餘錢去接受物理治療等輔助醫療服務。
另一名受訪者阿梅與丈夫育有兩名女兒，其中一名

女兒有眼疾，要定期覆診，而其丈夫有不良嗜好，經
常不回家，亦不給家用。她在疫下要兼顧工作和照顧
女兒，處境非常艱難，希望醫療費能有所寬免。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表示，調查發現除一人家庭外，
2人至6人或以上家庭的入息均低於貧窮線，可見受
訪婦女的家庭均處於赤貧狀況，而基層非綜援人士享
用醫療減免服務比例偏低，主要由於手續繁複，包括
須向社工提交申請，並遞交全家人的經濟證明文件；
入息及資產限額要求亦高，比申請在職家庭津貼和公
屋更嚴格。
社協呼籲政府簡化醫療費減免申請程序，例如容許

一次過申請多個專科項目減免，並讓領取在職家庭津
貼者自動獲得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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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協呼籲簡化醫療費減免申請程序，放寬入息及資產審
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居深港人：
殯葬城毗鄰口岸
阻港融入灣區

「山景」慘變「墳景」深業主聯署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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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湖金岸小區居民家
中的陽台望出去，「超級
殯葬場」近在咫尺。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望賢攝

◀沿深圳河北面，匯集眾
多住宅小區和商務寫字
樓、酒店。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望賢攝

●臥室正對
「超級殯葬
城」，不少
深圳市民表
示 強 烈 反
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望賢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