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2012年7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雒武 赵松刚 美编：罗强 组版：徐凌

山东

3600人被骗进网络传销陷阱
淄博警方侦破一起涉案金额3亿多元的传销诈骗大案

本报淄博7月23日讯(记者 张
汝树 通讯员 李琳) 以投资基
金、股权为名，以高额返利为诱饵，
不断发展下线，设立虚假网站进行
非法传销、集资诈骗。近日，一起涉
案十余省、市，涉案金额3亿余元，
涉及会员3600人的网络传销诈骗
案被淄博周村警方侦破。

今年2月初，周村公安民警在
基层走访中了解到，王村镇村民
丁某在2011年8月经人介绍，通过
互联网投资6万余元，购买了美国
XC集团的“XC基金”。丁某称，该
基金系美国一个大财团做的，通

过互联网投资理财，投资6万，一
年后便能得到30余万元的回报。
据称XC集团在互联网宣称是美
国的一家实力雄厚的投资公司，
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现面向大陆
招募投资基金及发行原始股。得
知该信息后，民警便意识到这很
可能是一个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3月 1日，周村公安分局对
“XC基金”立案侦查。经初步调
查证实，所谓的“美国XC集团”，
实为以投资基金、股权为名，以
高额返利为诱饵，以发展下线
为手段，通过设立虚假网站，以

合法的网上购物公司支付平台
为依托，打着做电子商务的幌
子，进行非法传销、集资诈骗犯
罪活动的组织。

了解清楚“XC集团”的基本
发展模式和奖励机制后，周村
警方首先抓捕了丁某的直接上
线谭某和王某甲，两人均为淄
博人。经讯问，民警确定山东省
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张某(女)、
侯某(男)夫妇和周某(男)，三人
均为青岛人。民警遂前往青岛
开展工作，对三人的详细情况
进行调查摸排、归纳分析。4月

29日周某在深圳被抓捕归案。
经讯问，周村警方发现“XC

集团”负责开拓全国市场的为
王某乙。警方通过加大对谭某
和王某甲的审讯力度发现，涉
案人员资金都流入上海某支付
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

经过筛选比对，警方确定安
徽籍人王某丙为本案的重大犯罪
嫌疑人，并在北京将王某丙抓获。
现查明，自2011年1月份以来，该
团伙非法吸纳、诱骗山东、北京、
河北等十余省市3600多名会员加
入，骗取人民币3亿余元。

听信网友找工作，掉进传销窝
内蒙古一男子在潍坊被控19天后，偷发短信才得以获救

本报潍坊 7月 2 3日讯 (记者
赵磊 见习记者 李晓东)26

岁的内蒙古男子王文柱，被女
网友骗到山东加入了传销。1 9
天后王文柱最终机智地偷回手
机，给弟弟连发四条救命短信。
7月23日，王文柱被潍坊警方救
出。

7月23日上午11点左右，潍
城区西关派出所接到报警。据
报 警 人 内 蒙 古 集 宁 人 王 文 科
称，在潍城区山水家园附近有
一传销窝点，其哥哥王文柱被
这个团伙控制，“哥哥21日晚上
给我连发的求救短信，我跟爸
妈就马上从内蒙古集宁赶过来
了。”王文科收到短信后，22日
一 早 就 和 母 亲 舅 舅 一 起 来 潍

坊。一提起孩子，母亲贾女士就
忍不住掉眼泪，“之前文柱向家
里要过两次钱，7月11日要了一
万元，13日又要了一万五，说自
己 要 跟 女 友 开 个 店 做 服 装 生
意，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23日，民警带王文科来到西
园社区居委会，经过一一排查，最
后落在西园社区40号楼最西头一
楼的一处房子。一队办案民警立
即赶往该处，确定此处正是要找
的传销黑窝点。屋里面共有12名
传销人员，王文柱也在其中。被
解救后他称，他是被一名女网友
骗到这里“找工作的”，来后才知
是传销，在这里待了10多天后，
他趁他们不注意才偷回手机最
终获救。

“斐梵国际”受害者谈遭遇

1 . 43万元换来

两箱日常用品

本报泰安7月23日讯(记者
邢志彬) 泰安的刘女士是

“斐梵国际”网络传销案受害人
之一，近日，她讲述了她被“斐
梵国际”谎言蒙骗的遭遇。

刘女士回忆说，今年3月
10日她在单位上班，一个穿着
皮草的年轻女子走进办公室，
自称是开网店的，要找他们领
导，就和办公室的几个人闲聊
起来。她聊的内容主要是炫
富，临走时要走了刘女士的
QQ号。

几天后，“皮草女”通过
QQ号约她出来玩。在一家快
餐厅，“皮草女”自称加盟了一
个叫“斐梵国际”的网店平台，
去年赚了2 0 0多万。一周后，

“皮草女”又请刘女士去某度
假村玩，度假村门口挂着某成
功人士座谈会的牌子，在场的
二百多人都穿着阔气，轮流到
台上演讲以前多穷，加盟某网
店平台后多成功的经历。

会后“皮草女”继续鼓动
刘女士加盟网店，说订金已经
帮她交了，第二天12点前交上
一万四千三的加盟费就可以
了。“我卡里正好有一万五的
存款，就迷迷糊糊把钱提出来
交上了。”刘女士说。过了几
天，刘女士收到两箱货，都是
某品牌的螺旋藻、毛巾、牙膏、
美体衣等日用品，还拿到一个
确实能用的网店地址。“皮草
女”说网店是免费加盟的，一
万四千多是买这些产品的钱，
而刘女士估算了下，两箱东西
最多值几百元。

刘女士寻问是不是要把
这些产品在网店卖掉获利，皮
草女说要获利，必须继续让别
人加盟网店，靠“介绍费”挣
钱。刘女士这才明白上当了。

“我还差点辞掉了正式工作专
门干这个，现在想想真有点后
怕。”刘女士说。

网络传销人数

已超传统传销

在各种光鲜外衣的遮掩下，
参与网络传销的人数已经远远超
过传统传销的人数。据《2010中国
网络传销调查报告》称，2010年国
内参与网络传销的人员超过4000

万。
据悉，传销组织者为欺骗更

多人上当，利用互联网，打着“电
子商务”、“网络直销”、“加盟连

锁”、“网络电话”、“基金”、“网
赚”、“教育培训”、“原始股”等旗
号进行的传销活动，其隐蔽性更
强，涉及面更广，危害更严重。

“网络传销的蔓延性也更快，
网络是开放式的，谁都可以加入，
发展蔓延速度极快。”中国反传销
志愿者联盟成员鲁先生介绍称。目
前，“消费返利”的经营方式以“不

但省钱还能返利”、“消费多少返多
少”等宣传口号，逐渐成为消费者
及投机者的新宠。“‘消费返利’行
业同样存在大量的投机行为，为投
机取巧者提供了玩金融传销的土
壤。”鲁先生特别提醒广大网民警
惕此类宣传口号，以防陷进网络传
销陷阱。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案值14亿，涉案人员15万人，“斐梵国际”特大网络传销案的曝光，让许多人
对“网络传销”的毒害之大感到惊愕。相对于老的传销模式，网络传销因其欺骗
性更强、更容易逃避打击，而成为越来越多不法分子采用的方式，我省近来也已
侦破多起网络传销案件，对这一伪装后的传销方式，广大想通过捷径致富的群众
不能不提高警惕，有关部门也不能不加大打击和防范力度。

获救后的王文柱安慰伤心的母亲。 本报记者 赵磊 摄

格延伸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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