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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时培磊 朱文龙

遗留完整信息
“可能是求救信号”

在一个文件袋里，记者偶然
发现一名南京某大学毕业生张某
的相关信息。包括2012年的新生
报到单、成长记录表、考试试卷、
毕业赠言都完整保存在文件袋
里。

张某是否身陷传销组织，又
是否被解救出来？记者联系到张
某的父亲，其父称孩子确实曾陷
入传销组织，但其态度较为冷淡，
并怀疑电话是传销人员打的，称
自己知道孩子在哪儿，但不肯透
露孩子是否得救。

随后，记者联系到张某的大
学辅导员证实，张某的文件袋正
是他毕业时赠送的。辅导员称，张
某平时性格内向，比较老实，毕业
后双方就没怎么联系过了，对于
张某的资料出现在传销窝点，他
称：“以我四年来对他的了解，他
很有可能被骗进去了。这些资料
他随身携带，对他很重要，现在屋
里唯独有他的这些材料，可能是

留下个信号求救吧！”
张某的同学小贾向记者证

实，张某曾在今年6月份失联一
周，电话不通，信息不回，后来说
自己手机丢了。

天津又现一疑似
传销窝点

静海镇杨李院村曾是李文星
被困长达一周的地方，是传销组
织长期寄居的一个点。5日，记者
继续在此地探访，在当地村民的
指引下，记者又发现了一处疑似
传销窝点。

有村民称，村子的西南角方
向藏有一处传销窝点，随后，记者
赶去窝点采访。

按照村民的描述，记者在一
处玉米地的旁边找到了这个传销
分子聚集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一
处大棚，后被村民改造为房屋租
了出去。房屋周围垃圾环绕，时不
时发出阵阵恶臭。

附近的一位村民说，这里是
传销分子上课的地方，他们一般
是租住在玉米地南侧的民房中。
随后，绕开玉米地，来到了村民所
指的民房。在这里，发现了一名疑

似传销分子，此人为年轻男性，左
眼残疾。当记者发现他时，他正准
备出门，看到记者后迅速躲进屋
里，但时不时地从门缝中窥视。

睡觉得脱光衣服
传销也分南北派

从杨李院村出来后，记者联
系了一位在天津某高校读书的学
生小风（化名），他曾经误入传销
组织，三天后才脱身。

小风重点向记者讲述了传
销组织里面的生活。他说，十几
个人睡一张大床，睡觉的时候
必须脱光衣服，有专人保管，目
的是防止有人逃脱。“一进去手
机就被他们没收了。”与家人通
话时每一句话都必须经得组织
领导的同意。

反传销人士蒋德胜对记者
说，小风所遇到的这种传销模
式是典型的北派传销模式，“所
谓的北派传销，指的是传统的
有产品有虚构或假冒的公司，
以低劣的产品做道具，集体上
课睡地铺吃大锅饭式的传销。”
蒋德胜说，这种传销模式多分
布在北方，针对年轻人及刚毕
业的大学生。

“正因为如此，中国又出现了
南派传销模式。”蒋德胜说，有些
公司把产品道具换成了概念，如
资本运作、连锁经营、商会商务运
作等，让你无处查询。邀约对象也
从过去的年轻人，扩展到不同职
业不同年龄段的人，这些传销组
织多分布起源南方等地。

蒋德胜说现在传销又有了新
变化，多以p2p理财消费返利、原
始股、金融理财以及微商等形式
出现。这种传销新模式，涉案金额
及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重者
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南南京京一一大大学学生生资资料料遗遗留留传传销销窝窝
其父称孩子确曾陷入传销组织，辅导员称留下资料可能是求救

在李文星曾呆过一个多月的天津市静海区上三里村，通过一位村民的引
路，记者来到疑似李文星呆过的一处传销窝点，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名南京某
大学毕业生张某的个人信息。

轻轻信信金金融融互互助助平平台台
投投入入四四万万血血本本无无归归
一受害者现身说法，揭秘互联网传销骗局

本报济南8月5日讯（记者 朱洪蕾 实习生 赵佳
佳） 虽然每年都有人因为传销而上当受骗，屡屡提高对
传销的防备，但是，新的传销模式层出不穷。2016年6月
份，在朋友的介绍下，赵玉（化名）加入了一个打着互联网
金融互助名义的平台，参与者可以从中赚钱，她一次投进
去4万多块钱，最后血本无归。

没加入前，赵玉半信半疑，但是架不住朋友的推荐，
赵玉决定加入进去看看。

在注册加入的时候，赵玉觉得还挺复杂、挺正规的，
一系列操作下来，赵玉已经有些相信可以在平台上赚钱
了，就在平台上投了3000元。

半个月之后，果然跟朋友说的一样，赵玉先是看到
自己账户内的钱没了，然后按照朋友的提示，输入她所
能输入的最高金额3900元，几天之后，看到账户里的钱
变成了3900元。担心有诈，赵玉试着把3900元提了出
来，看到钱确实能提出来之后，赵玉这才彻底放了心，
每个月都把钱投进去进行匹配，到2017年3月份，已经
赚了2万块钱。

看到赚了钱，赵玉每个月都会往里投钱，但没想到的
是，上个月监管部门突然出手，以传销的名义把这个金融
互助平台给查了，她最后一次投进去的4万多块钱，现在
都不知道找谁去要。赵玉这才发觉，自己似乎真的是被骗
了，上了传销的当。

最近，又有同样参加过互联网金融互助平台的朋友，
把赵玉加进了一个名为“大为众创项目群”的微信群，经
过上次的事情之后，赵玉没有把钱投进去。

跟传统传销要控制人身，需要强迫加入不同，新型传
销模式是让投资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见到自己的投资
有回报，进而吸引周边亲戚、朋友自愿加入，因为有人真
的赚到了钱。

赵玉介绍，她的朋友就是从中赚到钱的一个，虽然也
是涉嫌传销，但只要是整个大盘还没有崩盘，资金能够在
其中流动，朋友就能够赚钱。朋友告诉赵玉，在资金匹配
之外还有一种赚钱的方法就是发展下线，每次下线匹配
资金成功，上线都能从中收到钱。拿赵玉第一次投资3000
元，回到手里3900元来说，赵玉有900元的利润，朋友也有
90元的利润，当然，朋友的利润是从项目里获得的，而不
是从赵玉这里。从去年到现在，赵玉赚了2万多元，朋友也
从中赚了2000多元。

后来赵玉参加的互联网金融互助项目被查，投资4万
多元陷进去了，但是作为上线的朋友并没有赔钱，反而因
为发展下线多，从中赚了不少。赵玉后来也反思，如果不
是太贪心，只是抱着捞一笔就走的想法来操作的话，她其
实也能赚不少。

互联网传销跟传统的传销模式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
别，都是“庞氏骗局”，都是让前期投资者能够获利，进而
吸引其他人投资，吸引的投资越多，资金盘越大，投资者
能够获得的收益越多，如果资金盘不出问题还好，一旦资
金盘出现问题，投资者基本都是血本无归。

团团中中央央：：已已关关注注““求求职职大大学学生生死死亡亡””案案，，可可为为家家属属提提供供援援助助

近日，媒体报道了求职大学生李文星之死一案，根据警方调查，李文星生前确系陷入了一个名为“蝶蓓
蕾”的传销组织。共青团中央表示团组织可以为其家属提供援助。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负责人表示，“我们已经关注到该案件，如果他的父母需要帮助，我们和当
地的团组织可以提供援助。我们对传销活动的态度非常鲜明——— 必须要严厉打击。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进行
反传销宣传，特别是针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教育。” (据中青在线)

求职大学生李文星之死

南京某大学毕业生张某的个人资料遗留在传销窝。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疑似传销窝点。 本报记者 朱文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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