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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男子全身瘫痪想歪招网上挣钱

仨手指敲键盘编黄色软件
本报泰安10月24日讯(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安连刚 李军)
新泰一男子患病全身瘫痪，只

有三个手指能动，但头脑聪明，迷
恋上网，开发黄色软件，通过下线
卖到江苏，制成电视棒获取提成。
19日，该男子被民警抓获。

19日，江苏省警方来到新泰市
公安局，要求当地派出所协助调
查一黄色网站开发人员。江苏警

方9月份以来，捣毁一黄色网站经
营团伙，抓住五六名犯罪分子，查
到上线同伙李明(化名)为新泰人。
当地派出所民警立即帮忙查找，
发现李明正在外地上大学，没有
出现违法犯罪情况。民警通过李
明得知，其弟弟李华 (化名 )患病，
天天在家上网。

当天上午，民警赶到李华家，
发现李华正昂着头躺在床上，三

个手指头不停地摁着键盘，眼睛
盯着电脑屏幕。看到眼前情境，民
警大吃一惊，不相信一个残疾人
能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孩子不
能动弹，天天躺在床上，怎么可能
犯罪？”李华父母难以置信地问。

面对民警讯问，李华最初并
不承认，但当民警拿出相关证据
时，他才说出事情原委。原来，今
年23岁的他，从小迷恋上网。高一

时得了脊髓灰质炎，一直没治好，
导致全身不能动，平时吃喝拉撒
全靠父母。只有左手三个手指可
以动弹，平时躺在床上上网。他脑
子很聪明，对电脑特别有研究，熟
悉各种软件。今年三四月份，他通
过网络认识其他犯罪人员，大家
一商量，决定贩卖黄色信息挣钱。
李华负责开发黄色软件，通过网
络传给其他人员，制成电视棒卖

给别人。“电视棒插到电脑上就能
用，里面含有大量黄色信息。每个
大概能卖上百元，他从中提成二
三十元。”民警说。

李华说，他不懂法，只想挣几
个钱，没想到会触犯法律，以后再
也不做违法的事了。

民警当场清剿李华所有作案
工具，但考虑到他身体残疾，最终
依法对他取保候审。

花花了了九九千千元元
买买个个““业业务务员员””
一大学生被救出传销窝点还想挣大钱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邢邢志志彬彬

骗了爷爷一万五

家人来找玩失踪

河北人小崔是邯郸大学大二
学生，5岁时父母离婚，爷爷奶奶
把他养大。今年7月暑假期间，他
接到高中一个同学的电话，说泰
安一家数控公司工资很高，还不
限制学历和年龄，想叫他一起来
赚钱。小崔很心动，就来到泰安

“考察”公司。
没想到这是一个传销组织，

小崔刚到泰安就被控制住，很快
被该组织的谎言迷惑，深深相信
只要加盟这一所谓的营销网络就
能轻松赚钱。他谎称上班需要买
电脑，租房子，先后让爷爷汇款一
万五千元，其中九千元用于购买
三套所谓的“营销产品”，之后就
再也不和家人联系，他奶奶急得
生病住院。

9月2日学校开学，他没回学
校。爷爷奶奶委托小崔的4个表姑，
从北京、唐山、邯郸三地赶赴泰安
寻找。可小崔却避而不见，打电话
不接，发短信不回，家人只能返回。

躲开警方视线

还拉两名同学“加盟”

1 0月初，小崔一位表姑再次
来到泰安，并向泰安警方求助。
站前派出所民警通过调查发现，
小崔确实落入传销组织，并且已
经被传销组织洗脑，不但深信谎
言，还经常与外地的两个人联系
紧密，似乎正在发展“下线”。

民警调取了这两人的信息
发现，其中一个是小崔在河北的
高中同学，另一名是济南某职业
学院的学生杜某，两人都是小崔
的同学。民警试图通过杜某联络
小崔，于是冒充女网友约杜某见
面，对他做了思想工作，讲明利
害 关 系 。杜 某 同 意 给 小 崔 打 电
话，希望约他出来见一面。可没
想到小崔却十分警觉，在电话中
以各种理由拒绝和杜某见面。小
崔的表姑一直在泰安等候营救
进展，但是看到小崔如此执迷不
悟，她只好无奈返回了河北。

虽然家人离开了，但是泰安
警方并未放弃营救。民警一直关
注小崔的动态，寻找各种营救机
会。

民警一把抓住他

他却还想“挣大钱”

1 0月2 0日，小崔在济南的同
学接到一条短信，小崔想让他寄

些过冬衣物过来，收货地点是火
车站物流中心。苦侯多日的民警
终于看到了营救机会，马上和快
递公司联系，全程监控快件。不
但掌握了详细的快递信息，还化
装成快递员和小崔联系。

小崔很警觉，他和另一个组
织成员来到火车站附近，反复给
快递员打电话试探，问谁送来的
包裹，发的什么货物。此时二人
已经在民警布控范围内，很快被
抓住。经讯问，小崔其实自己一
落入传销组织就知道这是网络
传销，但经过洗脑后，他还是深
信谎言，不愿离开。民警抓住他
的时候，他还想继续“赚大钱”。

2 3日晚1 0点，小崔家人听说
已经找到了小崔，家里 5位长辈
都从邯郸赶来接他，同时也对民
警表示感谢。民警还联络了那两
个险些被小崔骗来泰安的孩子
的 家 长 ，他 们 也 对 民 警 非 常 感
激。至于该传销组织其他成员，
警方仍在调查中。

落入传销组织3个多月的河北大学生小崔(化名)不但不
愿离开传销组织，还想拉两个同学“加盟”。23日，他出门取快
递的时候被民警解救，避免了三个家庭的悲剧。

民警解救被骗大学生(左一)。 本报通讯员 摄

“高薪”做诱饵骗人入伙
小崔的爷爷得知找到小崔的

消息后，第一时间和小崔通了电
话，激动得已经说不成句了。民警
严伟把小崔奶奶住院的事儿告诉
他，说那一万五千元可能是他奶奶
的救命钱。在亲情面前，小崔略有
醒悟，而民警说小崔要彻底恢复正
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小崔说他买九千元的“产品”
后，没见到产品，却获得了“业务
员”的身份。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另
一个业务员一起，互相监督。他们
的上级是“组长”，上下级之间有严
格的等级，业务员来电话，接之前
必须先向组长汇报才能接。接完组
长的电话要立刻删除通话记录。

传销组织给他们的承诺是，只
要他再介绍两个人买所谓的“产
品”，把他们发展成“业务员”，他就
能升级成组长，将来不用付出劳

动，就能不断轻松获得收入。
民警总结说，这与当前就业难

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九成以上
的传销骗局都是以介绍高工资的
工作或合作开店为诱饵，还有个别
以“泰山旅游”为理由。邀请被骗者

“考察住宿环境”时，趁机把他们控
制。

被骗入传销组织的人，呈现学
历越低，越容易被骗的特点，高学
历的人中不乏本科生甚至还出现
过研究生。这些高学历的人不容易
被骗，一旦被成功控制，就会成为
核心成员，危害更大。

民警提醒，求职者如果遇到
“高待遇”、“容易挣钱”、“高回报”、
“不用劳动”等情况，要仔细核实真
假。“如果真的有好岗位，当地人早
就抢着上岗了，怎么会从外地招
人？”民警说。 (邢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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