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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5月全国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以来，各地公安机关重点对
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
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对老年人进行网络
诈骗进行重拳整治、严厉打击。

专项行动中，多地法院对近年审理的养老诈骗类案件分析发现，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诈骗罪两类案件占全部案件数量的88.4%。

今年5月24日，南昌市公安局湾里分局发布通告，宣布已于当月16日对南昌梅
岭森林博览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岭森林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予以立
案侦查，提醒投资受损群众尽快报案。6月9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
人俞帮雷被警方抓获。

连日来，记者走访受害人、梅岭森林公司知情人发现，涉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犯
罪嫌疑人俞帮雷在案发前已因涉多宗借款纠纷案被最高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其被各地法院强制执行标的总额为769.5720万元，且债务追讨人年龄
多为六七十岁老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2岁。

作为董事长俞帮雷的债务担保方，江西太阳谷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
阳谷旅游公司）的银行存款、不动产也被冻结划扣，其运营的3A级景区太阳谷
也一度遭遇停水、停电，只能维持基本经营。

6月17日，记者从湾里公安分局证实，俞帮雷因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已
被警方刑事拘留。

“梅岭森林”董事长俞帮雷涉非法集资获拘

今年5月24日，湾里公安分局发布通告称，南昌梅岭森林公司(法定代表人、董
事长俞帮雷)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于5月16日被该局立案侦查。为“查明案
情，全面取证”，湾里公安吁请涉及该案的单位及个人尽快在即日起30日内前
往公安机关报案，“如果在此期限内不报案，将会影响受害人的相关权利，请
受害人及知情人相互转告。”

                                    1 / 8



智行理财网
南昌融资公司(南昌市政府融资平台名单)

距离立案24天后，即6月9日，湾里公安再度发布通告，宣布已将梅岭森林公司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俞帮雷抓获。

6月17日，湾里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证实，俞帮雷已因涉嫌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该案还在侦办中。

 81天相继成立3家投资公司涉足金融投资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自2001年9月5日成立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梅岭森林公司后，至2016年1月，俞帮雷又先后成立太阳谷旅游公司，南昌
玥彤投资中心，南昌帮雷投资中心，南昌达尼斯绿色产业投资中心，以及江西
盛元博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盛元农业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另外，
俞帮雷还是江西省沁缘实业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和最终受益人，持有该公司90%
的股份。

上述8家公司企业，工商注册资本达7306万元人民币。记者注意到，在2015年
11月6日、24日以及2016年1月25日，俞帮雷在短短81天时间里就先后成立
了“达尼斯”“帮雷”“玥彤”等3家投资中心，以3000万元的注册资本涉足
投资领域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2001年以来，今年54岁的俞帮雷花费15年时间，通过这8家公司企业，构建了
一个涵盖银杏及花卉、果类蔬菜种植销售，旅游开发，物流，饮料、饮用水生
产销售，乃至金融投资等多个领域的硕大商业版图。

“银杏投资”让人以认种款获得高额分红

坐拥8家公司、涉足旅游、林业种植以及投资等多个领域的俞帮雷，约在2019
年前后搞起了“银杏投资”业务。而让他资金链断裂，成为最高法通报的“老
赖”的，也恰恰是这项看起来财源滚滚的“银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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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帮雷）开始搞银杏投资时知道的人并不多，当时的说法是‘葬坟’。也
就是买一棵银杏树，好让人将先人骨灰葬在树下。当时买树的人也不少。”一
名知情人透露，俞帮雷在向阳林场大量种植的银杏树位于梅岭景区，从“风水
”角度看选址极佳。可是，“买树葬坟”数量毕竟有限。要把银杏生意做大，
还是要靠“认种”。

所谓拉人“认种”银杏，就是宣称除银杏树本身外，其果、叶还有深加工价值
，市场远景广大。如以1000元/棵价格认种银杏，认种人将会逐年收到“递增
式”回报。

举个例子，认种后第一年可能将收取10元/棵的收益，第二年收益递增为30元/
棵，第三年收益又将上涨为50元/棵……以此类推。尽管认种银杏收益公式计算
极为复杂，但考虑到银杏树的生长周期，在未来十几二十年内，每棵银杏树都
可能向认种人提供6位数以上的收益，由此产生的分红相当可观。

多名知情者向记者证实，基于对俞帮雷本人经济实力的信任，以及对银杏投资
的前景看好，特别是在考察其种植的成片银杏林后，至少从2019年开始，多个
单位或个人通过南昌梅岭森林公司以每棵约1000元~2000元不等的价格认种
银杏树（认种金额以树龄而定），并通过与该公司签订《银杏树委托转让协议
》以获得公司承诺“分红”。

《协议》约定，认种人不但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将认种款全部收回，而且认种后
的一二年内，还能通过前期投资的认种款收获高于银行利息的分红。

银杏树林用地和景区林地均为承包

将银杏树以“认种”形式进行投资，投资人只要出钱认购、坐等分红，每棵树
的种植养护还都由梅岭森林公司全权负责……如此“好事”，让越来越多的投
资者蜂拥而至，俞帮雷的银杏投资生意也越做越大。

可许多投资者并不清楚，俞帮雷依托梅岭森林公司、太阳谷旅游公司投资建设
的梅岭银杏生态林、梅岭太阳谷景区的林地、土地，都是从国有向阳林场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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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

“他（俞帮雷）本身没有土地，是租赁了林场林地才把产业搞起来，越做越大
的。”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南昌梅岭森林公司在2001年成立之初
，就以5万元/年的“一口价”承包了国有向阳林场1000亩林地（租期50年）
，主营银杏种植、树苗售卖等业务。此后，由于银杏种植利润不高，俞帮雷于
2016年6月成立太阳谷旅游公司，并利用其承包的向阳林场土地投资开发了太
阳谷景区。

简而言之，俞帮雷主要营收渠道是银杏苗木的买卖和太阳谷景区旅游。吸收大
量认种款的“银杏投资”一旦发生挤兑，或是其经营所产生现金不足以提供其
承诺的认种分红，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商业版图的崩塌则是必然。

“林场租金已经拖欠了好几年了。这么大的企业十几万元的租金都付不出来，
不出问题才怪。”一名知情人透露，至少在2019年，俞帮雷就已经拖欠向阳林
场5万元/年的租金，林场租金欠款至少已有15万元。

董事长拖欠32余万元信用卡称“无力还款”

2022年1月11日，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诉被告俞帮雷信用卡纠纷一案公开审理。法院公开民事判决书披露，截至2021
年9月14日，俞帮雷拖欠信用卡本息32.69万元，其中含逾期违约金40436.42
元。当时，俞帮雷还曾亲自出庭解释说，“信用卡是本人办理、使用，暂时无
力还款，希望延长还款期限。”

事实上，至少从2020年1月开始，坐拥千万身家的俞帮雷资金链问题就已凸显
。

记者通过裁判文书网梳理发现，早在2020年1月3日，梅岭森林公司就被人诉
借款合同纠纷。经西湖区法院调解，双方约定，太阳谷旅游公司对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且梅岭森林公司、太阳谷旅游公司需在2021年12月8日前将199.
4926万元本息全部偿还；其中第一笔95万元还款，最晚应在2020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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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偿还。

可是，直至2021年1月7日，涉诉两家公司及董事长俞帮雷没有偿还任何债务
，因此被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其在银行相关存款及不动产被
法院冻结、划扣。

 82岁老人起诉追讨“认种款”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显示，2021年10月22日、2021年12月28日、2022
年3月7日，俞帮雷先后有3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总计521.7794万元，执
行法院分别为红谷滩区人民法院和西湖区人民法院；上述执行信息涉及具体案
件均为相关个人、企业与梅岭森林公司、太阳谷旅游、俞帮雷相关合同纠纷。
如果算上梅岭森林公司、太阳谷旅游被执行标的247.7926万元，俞帮雷被强
制执行总额为769.5720万元，他本人也因此被最高法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显示，目前梅岭森林公司、俞帮雷涉民间借贷纠纷、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共有12起，正在排期开庭或已经开庭审
理。

记者注意到，个人诉梅岭森林公司、俞帮雷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因均是向其追
讨“认种款”本息。追讨人多为南昌市六七十岁的“50后”“60后”老年人，
其中年龄最大的已有82岁。

 3A级太阳谷景区被负债拖累

如今，随着俞帮雷涉案获拘，其名下公司、企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而受其
影响最大的，则是由江西太阳谷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坐落于梅岭国家森
林公园的3A级景区——太阳谷景区。其中重要原因，是因为太阳谷旅游公司
为董事长俞帮雷进行了多笔债务担保，经人起诉追讨后，被法院认定应对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直接导致太阳谷旅游公司的不动产、银行存款被法
院以冻结、划扣等方式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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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18个月没有发工资了。”6月14日下午，太阳谷景区门庭冷落，游
客寥寥无几。景区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自2020年1月起，吃住均在景区
内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就已被停发工资。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初太阳谷旅游公司按每人25元/天标准向在岗人员发
放“生活费”，近段时间才将生活费标准提高至50元/天，以维持太阳谷景区
基本运营。其中包括售票、旅游车辆的停放、进出人员扫码以及景区内部的基
本清洁等。

“景区变成这样，太可惜了。”景区另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景区门票70元
/人，通玩所有项目的套票为188元/人。2019年，太阳谷景区依托秀美风景和
高空玻璃栈道等旅游项目游客如织，景区旅游毛收入逾1100万元。

可是在2020年之后，董事长俞帮雷资金链断裂，计划中的景区改造项目只能停
工，而向他追讨认种款、融资款的债主还多次上景区“追债”，试图对董事长
俞帮雷“围堵”……特别是在今年，还有人破坏太阳谷景区附设的商铺门店以
追债施压。

“我们很担心，景区真的会有一天经营不下去。”采访中，景区一名工作人员
表示，随着“自驾游”“省内游”等旅游方式的改变，在南昌颇有知名度的太
阳谷景区本该迎来一波旅游高峰，可现在景区已经无法向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
游配套服务，甚至因为商店门铺被迫停业和水电经常欠费，夏季游客在这里连
吃根冰棒、喝杯冷饮的愿望都很难实现。

负债累累的太阳谷景区，现在该何去何从？

 【附：俞帮雷经营投资及涉案时间表】

2001.9.5，成立南昌梅岭森林博览园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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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8，成立江西省沁缘实业有限公司，担任监事、大股东；

2013.12.18，成立江西盛元博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董
事长；

2014.8.18，成立南昌盛元农业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2015.6.10，成立江西太阳谷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015.11.6，成立南昌达尼斯绿色产业投资中心，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2015.11.24，成立南昌帮雷投资中心，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2016.1.25，成立南昌玥彤投资中心，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2019.1-至今，拖欠向阳林场租金；

2021.10.22-2022.3.7，俞帮雷先后有3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总计521.7
794万元，成为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

2020年1月起，太阳谷景区停发工作人员工资；

2020.1.3，俞帮雷、梅岭森林公司被人诉借款合同纠纷，标的199万余元；

2022.1.11，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被
告俞帮雷信用卡纠纷一案公开审理，判决俞帮雷应偿还信用卡本息32.69万元
，俞帮雷本人出庭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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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16，湾里公安分局发布通告，对南昌梅岭森林博览园有限公司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予以立案侦查；

2022.6.9，湾里公安分局发布通告，宣布已将梅岭森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俞帮雷抓获归案；

2022.6.13，俞帮雷、梅岭森林公司被人诉民间借贷纠纷，新建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

2022.6.17，俞帮雷被证实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来源：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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