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中国国明明明明商商””传传销销网网被被警警方方捣捣毁毁
该传销组织号称：投入4010元2年后可返利286 . 45万元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徐忠 潘斌

只要交上4010元，两年后可
返利286 . 45万元。这是一个名为

“中国明明商”的组织机构进行
的诱人宣传，在“一本万利”高额
返利的诱惑下，不少人信以为真
了。

近日，烟台警方披露，“中国
明明商”是一个传销组织，在烟
台的分支已被警方取缔，共有近
400名传销人员被驱赶，其中7名
主要头目被依法处理。

莫须有的“中国全民借助银行”

现如今，银行的名称各
有千秋，甚至有些让人眼花
缭乱。前段时间，一个名为

“中国全民借助银行”的“银
行”让不少人上了当。打出

“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幌子的
是“中国明明商”，该组织打
着国家富民工程的旗号，鼓
吹强国富民并发展高端产
业，以此来召集群众向该“银
行”投钱，号称只要一个人投
入4010元，2年以后就可以返
利286 . 45万元。

一个人投入4010元，要想
返利分红，需要投资人继续
拉下线“入伙”，通过生根发
芽的方式发展下线。按照“中
国明明商”的宣传口号，最终
会得到286 . 45万的返利。投钱
的每个人最终都会获得一张

银行卡，只不过传销组织声
称，这个“银行”现在还在筹
备阶段，尚不能办理业务。

民警说，其实这个“银
行”根本就是莫须有。

采访中，烟台市公安局
福山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向记
者展示了一张“银行卡”，上
面写有“中国全民借助银行
卡”字样，绿色的卡片从远处
看上去与普通的银行卡无
异。不过，民警告诉记者，这
个“银行卡”根本不具备银行
卡的任何功能。

在“一本万利”的诱惑之
下，福山区当地不少群众误
入歧途，经侦民警透露，警方
一共端掉了2个传销组织，传
销人员近400人，共有7名传销
团伙头目被依法处理。

家人亲戚被拉下水多不知情

采访中民警透露，加入
传销组织的以50-70岁的中老
年人居多，这些人在发展下
线的过程中，多数是将他们
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拉下了
水，不少被拉下水的家人甚
至还不明就里。

凡加入该组织的人，需
通过介绍人交投资款，填写
一份《汝吾伊独善情理法借
助银行司契单》，即成为组织
成员“环民”。“环民”必须在
两个月内发展2个下线才能
在第三个月得到返利。从第
三个月开始，每月领取月金，
最后一个月领取月金高达102

万元，拿满24个月终结，共能
够获利286 . 45万元。

据民警介绍，“明明商”
其实是按照不能实现的返利

原则进行返利，达到骗取“环
民”入门费的目的。警方认
为，传销人员的手法并不算
高明，但一些参加该组织的
人有暴富心态。对普通参与
者来说，投资的金钱只能是
石沉大海。

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提醒，一定要警惕传销活动，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不
会天上掉馅儿饼，投资要通
过合法途径。传销主要利用

“杀熟”手段骗人骗钱，千万
不要碍于情面抱着先试试看
的心理盲目加入。如果发现
涉嫌传销的组织或人员，或
发现自己被骗误入传销，一
定要保持理智，设法尽早脱
离 传 销 组 织 ，并 及 时 拨 打
12315或110举报。

大大学学生生暑暑期期网网上上找找工工作作
干干完完活活负负责责人人玩玩失失联联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于飞) 放暑假前，6名学生
在网上找了一家网络公司打
工，一个半月后，6人应该拿到3

万元的工资，可是公司负责人
却联系不上了。

在今年放暑假前，大学生
小李跟同学们合计着找一份工
作，在暑假期间赚点学费。他们
在网上找了一家网络公司，跟
负责人沟通后，商量好了薪酬
标准，便开始工作了。

一个半月以后，他们6人按
这家公司的要求干完了活，小
李和同学们盘算着，6个人一共

能领到3万元。可是，当小李再
次联系这位负责人时，已经联
系不上了。这下小李他们可慌
了神，最后只得报警求助。

由于当时是网络招聘，而
小李他们对这家公司的信息也
了解不多，唯一能查到的一个
联系电话也处于停机状态。最
后，系山边防派出所民警通过
公安联网平台终于查到了这家
网络公司的注册信息，并联系
到了公司负责人。

经协调，8日晚上8点多，这
家公司驻烟台的代表王经理赶
到了系山边防派出所，当场把

拖欠的3万元工资款支付给了
小李等人。

鲁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吕
君妮表示，大学生假期兼职流动
性强，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往往不与之签订书面协议，
故在打工期间，大学生应当保留
相关证据，例如工牌、工作证、工
作服等，产生纠纷时，可以用以
证明自己的工作情况。如果遇到
提供虚假就业信息、扣押居民身
份证和其他证件或者向求职者
违法收取押金等行为，求职者可
直接向该机构所在地的劳动监
察机构投诉。

烟台警方提醒：当前传销犯
罪出现花样翻新、频繁变脸的特
征。民警告诉记者，现在传销花样
名目繁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
型：

1、以介绍职业、招聘兼职、从
事新型项目经营、低成本创业等
名义，让人非法聚集，以面对面集
中授课的形式，用“财富、梦想、荣
耀、成功”等词语诱导他人参与。

2、以所谓合法公司为掩护，
打着高科技、新产品的幌子，以产
品直销为名，宣传增设专卖店、实
现连锁销售、创建概念店、申办体
验馆、出资购买区域发展加盟商
的权利等，通过发展加盟商按层
级收取加盟费吸引他人参与。

3、以互联网、报刊等媒介发
布“外汇交易”“股票投资”“新能
源开发”“风险投资”“经营模式创
新”“纯资本运作”“1040工程”“境
外债券”“网络资本运作”“网络点
击广告”等“致富信息”，或推销

“教育培训”“个人理财”“远程教
育”等“虚拟产品”，引诱他人参
与。

4、以亲属、朋友、同乡身份介
绍“新型营销”“全新致富理论”

“网络营销”“合法直销”“消费联
盟”“网络倍增”“加盟连锁”等信
息，组织所谓“成功”人士现身说
法或招商会、推荐会、免费旅游并
送纪念品等活动诱骗他人参与。

5、以互联网站和电子商务网
站为载体，极力美化公司形象，鼓
吹预期收益，并通过一定方式展
示已经参与人员的姓名、业绩、奖
励、分红等情况，刺激他人加入。

本报记者 张琪

传销花样多

请注意识别

公安部门收集到大量的“中国
明明商”宣传材料。 本报记者 张
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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