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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电电话话里里被被‘‘弄弄死死’’很很多多次次了了””
反传销志愿者常被传销者恐吓，呼吁建立被解救者关怀机制

随着传销组织在各地的蔓延，反传销公益组织应运而生。他们
的成员多有参加传销组织的经历，结合自身经历对传销成员进行劝
说，揭穿传销谎言。传销组织为应对这一情况，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

“理论”，以图迷惑更多受众。反传销成为一场持久战。

“现在传销组织可以说是遍布
全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一些省会城
市，是传销的重灾区。”说这话的是
被称为“中国民间反传销第一人”的
李旭，作为一名曾经加入传销组织
做到“中层”的传销组织叛逆者，李
旭从事反传销活动至今已有七八年
的时间。

根据李旭的观察，传销组织的
再生能力很强，你可能打散了一个
组织，但其中的人又会自立门户生
出两个、三个组织。据李旭以及同样
从事民间反传销的蒋德胜介绍，即
使是传销组织，里面也有不同的“门
派”，大体分南派和北派。

传销组织的北派起源于东北，
刚开始活跃的范围在东三省、河北、
河南、山西等北方省份，是普及面积

最广的传销组织，成员多为农民、打
工者、学生等。

起源于广西的南派相对比较高
级，一般以资本运作、连锁经营、和
谐商务理财为名，玩“资金游戏”。相
对北派而言，南派不限制人身自由、
吃住条件也比较好，成员多为老板、
教授、白领、海归等“高层次”的人，
并且是一对一进行洗脑。

李旭介绍，目前，南北两派传销
组织都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北派向南蔓延，南派向北蔓延，“基
本上全国各地都有两派的踪迹”。

因为成员的“层次”较高，南派
的洗脑理论更为系统，里面“除涉及
资本运作等内容外，还捏造政府文
件、政策，更具有迷惑性，北派组织
都在学习南派“理论”。

传销南北两派各自扩张“势力范围”

在网络上，有对李旭的赞扬，
也有对他的质疑甚至攻击、谩骂，
对于这些，他早已习以为常。从
2011年开始创办民间组织反传销
的蒋德胜说，一名男士被骗入传销
组织，他们跟男士的妻子去营救，
男士直接就对他们动起了手。

“攻击我们网站，打电话、发短
信恐吓，几乎每天都有，我都不记
得被他们在电话里‘弄死’多少次
了。”李旭说，也没有好的方法避
免，只能去传销现场解救时尽量小
心谨慎。

对于民间反传销组织来说，更
大的困难在于他们没有合法的身
份。因为这个，传销受害者家属在

向他们求救时往往犹豫不决，怀疑
他们的身份。同时，这个“弱点”也
被传销组织拿来对他们进行攻击，
迷惑新成员。李旭曾想在民政部门
注册成立非营利组织，但手续很繁
琐，只能作罢。

“传销组织也在不断修正自己
的‘理论’，应对反传销，他们会向
成员宣扬说我们曾经都是行业里
的人，现在之所以从事反传销，是
因为‘国家’淘汰了我们。”李旭说。

蒋德胜说，法律对打击传销的
标准定得较高，对传销组织者缺少
震慑力，同时取证难，公安部门难
以对传销人员定罪。这些注定了反
传销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不少反传销组织没有合法身份

李旭曾经接手过一个典型案
例，一人被骗去异地参加传销组织，
经反传销人员劝说醒悟，喊了媒体
跟随李旭要再回传销窝点，曝光传
销组织，解救更多成员，可回到窝点
后四五天就被再次洗脑，最后落了
个倾家荡产。

之所以被再次洗脑，蒋德胜认
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害者在被解救
之前就已经投入不少资金，一旦脱
离组织，没有有效的渠道把这部分
资金追回来，受害者不甘心会再次
接触传销组织，本来是想要回本钱，
往往再次被洗脑。

“还有一点是缺少对脱离传销
组织人员的关怀机制，这些人被长
时间洗脑，往往表现得自闭、多疑，
思想多少有些扭曲，难以融入社
会。”李旭说，在这个时候，社会对于
传销受害者的情感感化、思想疏导
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这些实际情况，李旭认为
反传销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需要改
进。一是加大对传销的打击力度，二
建立追偿机制，帮脱离组织的受害
者追回损失。此外，社会家庭要加强
对这些人员的关爱，切断他们跟传
销组织的联系。

缺少受害者资金追偿制度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刘霄云 陈瑞

卧卧底底窝窝点点找找漏漏洞洞
七七年年救救助助千千余余人人
本报记者 张伟

45岁的蒋德胜是中国反
传销爱心互助网的发起人。
从2007年8月他开始接触反传
销，并先后多次卧底传销组
织学技能。七年时间，他先后
救助千余人。

蒋德胜出生于德州。2006

年，他的一个朋友进入传销
组织，不到两年血本无归。朋
友脱离传销组织后，性格大
变。“这些对我触动很深，也
是出于好奇，我就开始接触
传销组织。

为了解更多传销组织的
内幕，他开始学习保险及直
销的一些课程，并接触一些
脱离传销组织的人。考虑多
次后，蒋德胜开始卧底传销
组织，寻找传销理论的漏洞。

“在卧底期间，我与他们的下
层、中层以及中上层都有过

频繁接触，对于传销组织的
课程理论和管理方式慢慢熟
悉。”蒋德胜说，他曾在安徽、
广西、云南等地卧底。“每次
遇到危险时，幸好能涉险过

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自
2009年起，越来越多的求助信
息使他没有精力打理生意，
反传销逐渐成了他的全职。

当被问及这些年帮助过
多少人时，蒋德胜坦言他没
有计算过，“太多人求助，根
本没时间和精力去顾及这些
小事。”蒋德胜说，细算起来，
他直接帮助的至少有千余
人。

2011年底，蒋德胜在天
津建立了中国反传销爱心
互助网，该网站是专门对传
销受害者从心理方面进行
疏导的公益组织，有专业工
作人员 4 0多人、志愿者 2 0 0

多个，并设有六个QQ群，方
便传销受害者家人反映相
关情况。蒋德胜说，他希望
借助这个平台，向社会传递
更多的正能量，凝聚更多的
志愿者加入反传销行业。

公安工商

难形成合力

志愿者说 反传销人士蒋德胜认为，近年来，国家对传销的打击力度不断
加大，摧毁了不少传销组织，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面对高压
打击，传销活动的行骗手法与表现形式不断翻新，对其发现和打击
的难度加大。从另一方面看，打击传销由公安部门与工商部门分
管，不能形成有效合力，对传销的打击，对传销人员遣返驱散的方
法，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不能从思想上对传销者进行有效的
说服教育，导致传销像牛皮癣一样，打而不绝，打而不死。

他说，打击传销要从思想上消除其生存的土壤，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使大家知道传销是怎么一回事，传销组织是如何运作的，他
们有哪些欺骗人的说辞，揭穿传销的真面目。 本报记者 张伟

蒋德胜外出救助传销人
员的部分火车票和飞机票。

（资料片）

反传销人士蒋德胜等人在大学开展抵制传销的讲座。（资料片）

被被传传销销 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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