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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传销销窝窝里里百百余余人人多多是是寒寒门门学学子子””
一被骗大学生称“7个人中短短三四天就有两人被洗脑”

●人物：张骏（化名），驻济某高校2012年应
届毕业生

●被骗时间：2013年1月3日-6日
●被骗地点：天津

早饭：稀粥、小馒头、榨菜条。吃饭之前，他
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等着一个所谓的领导前来
训话。

午饭：白开水炖土豆，只有一个菜，没有油，
没有肉……

开始五顿饭，张骏说：“滴米未进。”
发现被骗后，张骏质问骗他来的同学，对方

则答：“我觉得这个行业挺好的，但是大家都不理
解，想让你来帮我考察考察，不求你别的，就求你
个理解。当别人说我是传销时，希望你能站出来，
跟他们说不是。你理解我了，就能让你走了。”

“我住不惯这里，我住宾馆去，上课我陪你
们上，下课我自己住自己玩。”张骏尝试与对方
讨价还价，被拒绝。“考察一个行业，不仅仅是要知
道这个行业是做什么的，还要知道从事这个行业
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了解这个行业的文化。”

“到了晚上，还是做游戏，唱歌，据点内部的
二十来个人互相交流，没有晚餐。”

讨价无望的张骏开始假意配合。
“我坐在第一排，每到互动环节，都是最积

极的，积极回答问题，积极发问，其实都是我装
出来的，装得和别人一样亢奋。做游戏、唱歌时，
我也很卖力，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我。”

就这样，对方放松了警惕，把手机归还了
他。

6日凌晨两点，张骏在被窝里偷偷发了一条
报警短信，把附近的地标和他知道的尽可能多
的路线告诉了民警。民警回复让张骏不要担心，
不要轻举妄动，天亮了会去解救他。

当天上午10时，当警察破门而入的那一刻，
张骏多了个心眼儿，没敢动。“万一不是真警察，是
他们冒充警察来试探我们，怎么办？”确定是真的
警察后，这才如释重负，跟着警察逃离窝点。

警察送张骏走的时候，张骏曾问那个骗他
的朋友，要不要一起走？让张骏心寒的是，对方
不走，觉得在这里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们这个
行业能暴富，能赚大钱，假设人人都来的话，我
们就赚得少了，所以就要有各种打击我们的手
段，让一部分胆小的害怕。用不了多长时间，我
一个月就能赚13 . 8万元。”朋友说。

“传销窝里和我一起上课的100多人中，绝
大多数是家境贫寒的大学生，年龄一般在25岁
以下。加上我，只有5个跟警察出来了，其他人还
在做致富梦。”张骏说，“和我差不多同一时间被
骗进去的一共有7个人，其他人都不想出来。短
短三四天，就有两人被洗脑。”

“如果在那儿一直呆下去会怎样？”在传销
窝那几天，张骏每天提醒自己，“他们是在骗人，
我不能相信他们，我要赶紧逃出去。”

“万一进了传销窝点，自己别被洗脑、不放
松警惕是一方面，也不要轻易选择逃跑，一定要
计划周全。路上拦一辆车，让司机带你走，那根
本不可能，他们会记住你的车牌号路上拦住你；
有些司机会落井下石敲诈你一笔钱，然后把你
送回来，或者有的根本不理你。唯一的就是找机
会，先别委屈了自己，该吃吃该喝喝。”

被解救后，警察帮助张骏找了辆出租车，把
他送到火车站。叮嘱说：“手机关了，别跟任何人
打电话，等上了火车再给家里或者朋友说。”后来
张骏了解到，上火车之前，千万不能打电话。“曾经
就有打电话被定位的，然后中途给拦下来又弄回
去了，也有坐公交、坐小客中途给拦下来的。”

当地警察曾教给张骏一个办法，工作也好，
找朋友也罢，首先去当地派出所备案，告诉警察
大致活动区域。这样万一出事，很快就能找到或
缩小目标。自己要时时刻刻找机会报警，不管电
话或者短信，但必须有标志性的建筑或准确的
地理位置。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实习生 刘霄云

“上火车前千万别开手机”

时刻提醒自己他们是骗子

假意配合，对方归还手机

传传销销骗骗子子盯盯上上大大学学生生学学费费
在校生成传销组织诱骗的主要群体

驻济一高校的女研究生亓玲（化名）自寒假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在家人、同学面前。同学们
猜测，她应是加入了传销组织。传销组织里被蒙骗的大学生不止亓玲一个，骗子们看准了他们
身上的学费，也摸准了他们好面子、急于改变现状等心态，频频出手拉他们“下水”。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实习生 刘霄云

“之前，一直觉得传销离我的生活
很遥远，一直以为只要自己别想什么一
夜暴富就能避免，但是真的是防不胜
防。”曾经被同学骗到传销组织的张骏

（化名）说：“我那个同学家庭条件不太
好，我时不时还把一些不穿的衣服送给
他。上学时，他人很好，没有坏心眼。”

“进那个屋子之后，算上我19个
人，5个女的，14个男的。这个时候我就
觉得不对劲，但一方面没有传销窝点的
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因为之前关系不

错，对自己的朋友很是信任。”张骏说，
次日凌晨6点，屋里突然响起一阵阵“各
位领导老板帅哥早安”的声音。刚洗漱
完，又被要求和其他人一起做游戏，比
如石头剪刀布、黑白配等。游戏过后，周
围又响起“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

在同学们的记忆里，亓玲的“失
联”，也是从“师姐”帮她介绍工作开始
的。这位聊城籍的驻济某高校2013级
研究生，2014年寒假经一师姐介绍去
河北带一数学辅导班，过年没有回家，

开学后也迟迟不来上学，后从河北辗
转去了河南、湖北两省。

“优惠券和一些小东西通过电话
分给室友，还让父亲来学校将自己的
厨子撬开取出自己的电脑。”其同学
说，一开始，家人、室友还与其有电话
往来，但渐渐地亓玲就不再接听电话
和回复短信。“最近其哥哥通过公安局
查询其上网记录发现人在潍坊。但由
于第二学期的课没有修，学校现已勒
令该女生退学，不保留学籍。”

张骏说，在传销组织的四天里，曾
发现多位跟自己遭遇类似的新毕业大
学生或在校生。来自警方的公开资料
也显示，在校大学生越来越成为一些
传销组织诱骗的主要目标群体。

聊城警方在2012年9月13日凌
晨一次行动中发现，被控制的60名
传销人员中，在校大学生达到三分
之一，约有20人。这些大学生又以大
三学生居多，本想借暑假勤工俭学，
却稀里糊涂进了传销窝点。更有一
名来自山西的女生已经过了研究生
录取线，因被朋友骗进传销组织而
错过入学。

无独有偶。郑州曾打击的一处传
销窝点，113名传销人员中有104人是

大学生。发案于2004年的全国最大规
模大学生传销案“欧丽曼传销案”，传
销人员中大学生占到了九成之多，来
自全国13所高校的200多名大学生深
陷其中。南京2008年7月通报的一起涉
及33所高校、834名大学生的特大传销
案件，亦曾引发各界震惊。

与传销组织多有交手的警方人士
坦言，一些大学生进入传销组织后，一
旦被洗脑，很容易对传销组织的发展
形成推动作用。一方面，一些不明真相
的人会觉得“大学生都来了，错不了”；
另一方面，对人际关系较为简单的在
校大学生而言，来自同学的诱骗，往往
是致命的。

两个月前刚刚在聊城被解救的一

位女大学生就说，“关系挺好的一个同
学说来聊城出差，让我来找她，结果到
了她说的公司后，一群男的就把我围
成一圈，拿走了我的衣物。”

而在一些民警看来，轻信同学、朋
友，恰是这些20岁左右年轻人的显著
弱点。“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拒绝熟
人。”有民警说。

而位于一些城市郊区的大学城等
区域，则成为一些传销组织的“风水宝
地”。济南警方2009年4月就曾在长清
大学城捣毁一传销团伙，67人涉案。来
自湖北的团伙头目交代称，之所以在
长清大学城附近活动，主要是看重这
里有10万大学生。“由于求职难，一些
大学生很容易‘下水’。”

■ 祸起“最信任的人”

■ 大学城等成传销“风水宝地”

■ 入伙第一晚，就有女成员献“殷勤”

受访的高校人士提到，大学生被
传销组织盯上，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
的大学生相比更有钱了。“尤其是开学
季，动辄五六千甚至上万元的学费，加
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一个学生的卡
里怎么也有万把块钱。对传销组织而
言，至少可以骗万元。”

此外，由于“传销骗子往往是男的
邀请女的，女的邀请男的”，有民警也
因此认为，有一些人因心存“性幻想”

而上当。
张骏因同学的欺骗而误入鼠窝，

但在鼠窝里，他亲历了女成员的“殷
勤”：自己“入伙”的第一晚，自己刚打
来洗脚水，就有两个女的帮自己脱袜
子、洗脚；次日洗漱，则又是她们递上
洗漱用品。

但归根结底，传销组织主要是利
用一些人急于改变现状的心理。聊
城东昌府公安分局经侦大队长李斌

介绍，有的家庭条件差，而他们的社
会接触面又窄，找工作往往急功近
利，很容易被传销组织“洗脑”，从而
上当受骗。

亓玲是在研究生入学后，因学校
不直接发放教师资格证而对学校失
望，自己考取教师资格证后就有了到
外面打工赚钱的念头。亓玲“失联”以
后，有同学曾注意到她的QQ签名写
着：“这里的人都记得我的生日。”

7月15日凌晨6时，西安临潼警方清理传销窝点55处，抓获参与传销人员418名。其中大学生占到40%左右。 CFP供图

齐鲁工业大学两女生失联15天疑陷传销组织一事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早在2009年4月，我省
打击传销新闻发布会上就提出，“诱骗学生参与传销活动呈抬头趋势”。数年间，虽经重拳整肃，传
销组织中仍频见大学生身影。更有一些学生沦为“骨干”，诱骗其他同学上当受骗。

编
者
按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