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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网闻

图片及稿件被采用的
作者，请及时与本报联
系，以奉稿酬。

求职大学生成为传销组
织重点目标

近日，23 岁大学生李文星通过互联
网招聘平台 BOSS 直聘进行求职过程中
在天津遭遇传销骗局，最终被发现不幸
身亡。随着李文星之死，“传销”又一次
引发公众关注，触痛公众的神经。就在
7 月 11 日，在湖南某职业学院读大二的
20 岁学生林华蓉，从湖南老家前往湖北
打暑假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已确
定深陷传销组织，并最终溺亡……

梳理公开报道可以发现，大学生群
体一直是传销组织的重点寻找目标之
一。早在 2004 年，发生在重庆的“欧丽
曼”传销案告破，传销组织顶着一个子
虚乌有的山寨公司名头，以招聘为名义
诱骗了超过两千名大学生。近几年来，
随着高校毕业生规模屡创新高，以及日
渐严峻的就业形势，大学生成为求职市
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极容易走上传
销歧途。

据专家分析，大学生群体之所以成
为传销组织的重点寻找目标之一，原因
不外乎如下几点：

首先，大学生社会经验少，待
人做事缺乏警惕。当临近毕业，即

将告别相对单纯的校园，需要
独 自 承 担 起 作 为 一 个 社

会 人 的 责 任 时 ，往 往
产 生 极 强 的 焦

虑。而学校在毕业季开设的就业指导
课，多是形式大于内容，对毕业生就业
产生的实际帮助微乎其微。

其次，部分大学生自尊心强，也好攀
比，从而更容易做出一些缺乏理性的选
择和判断。当某个同学手握几家知名企
业的录取通知书，在同学群中高调炫耀
的时候，“羡慕嫉妒恨”是其他同学真实
的内心独白。

第三，不少大学生常常是理想主义
者。十余载的寒窗苦读后，急于成就一
番事业，迫切希望获得成功，无形中让
心态更加浮躁。

第四，当代的大学生还承受着许多
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他们身上背负
了太多“殷切期望”，使得他们落入传销
组织精心布下的圈套，被欺骗利用。

谨记两特征认清传销面目

近日，教育部、公安部等四部门印
发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依法取缔传销
组织。通知强调，对打着“创业、就业”
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诱
骗求职人员参加的各类传销组织，坚决
铲除。

那么，传销组织如何认定？很简单，
只要具备这两点特征就涉嫌传销。一是
交“入门费”，让求职者缴纳一定资金或
购买一定数量的产品，获得加入资格。
二是“拉人头”，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
线，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所交纳的资

金或者销售的业绩为计算报酬的依据。
通常，传销组织惯用的幌子无非就

是几种：打着“国家搞试点”“西部大开
发”等旗号，诱骗受害人参与所谓“资本
运作”“特许经营”等；打着“招聘”“招
工”等名义，诱骗求职者参与传销；打着

“特许经营”“加盟连锁”“直销”等名义，
诱骗受害人到异地传销；打着“网络直
销”“网络代理”“网上学习培训”等名
义，利用互联网进行传销；以销售商品
可高额返利为诱饵，通过发展加盟商等
形式从事传销。

警惕暴富诱惑 避免传销陷阱

我国早已明令禁止“传销”及各类
变相传销行为，但是各类传销受害者的
报道还是屡见不鲜，没有被报道的更是
无法想象到底有多少。对于求职过程
中如何避免进入“传销”陷阱，热心网友
总结出了以下 6 招：

1、防范“杀熟”，警惕暴富诱惑。亲
友介绍异地投资、工作机会，或久未联
系的朋友突然邀请远行游玩、介绍对象
等，一定要谨慎，多方核实。可通过 114
查询、工商注册查询等。

2、仔细查询公司信息。正规招聘
网站上的公司也并非全部正规，一定要
仔细核查，包括公司详细地址、电话、业
内评价以及做过的案例等。不排除某
些传销组织套用其他公司信息，最好多
方询问公司所在地的朋友，提高警惕。

3、电话面试多询问。电话面试中，可
深入问几个专业问题及项目情况，如对方
吞吞吐吐或回避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

4、临时变更地址要小心。到达约
定地点后，对方打电话过来临时变更地
址，要小心！可询问周围群众，是否有
这家公司在附近办公。如对方说派车
接你，不要随便上车，其有可能已经与
传销组织串通好。

5、见面地点偏僻不要去。如发现
见面地址很偏僻，就不要前往，及时联
系自己的家人发送实时位置。

6、关系家庭情况得夸大。传销组
织经常会询问家人是否在身边，城市周
围有没有朋友等。这时可故意夸大自
己的人脉，说这个城市认识很多熟人，
警察局也有关系，让传销组织有所顾
忌，方便自己逃跑。

万一，如不幸已陷入传销，首先最
重要的就是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一定
不 要 跟 传 销 组 织 起 冲 突 以 避 免 被 伤
害。其次就是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
利用一切可能求救。在自己身陷“传
销”团伙后，千万不要听信他们所说的
话。通常他们会打“温情牌”，生活上对
你很好，给你准备洗脚水、挤牙膏，千万
不要被他们的温情所打动。在手机可
以自由使用的时候，尽量在隐蔽的地方
向熟人发短信暗示自己的处境。要沉
着冷静地见机行事，只可以智取，不可
以蛮来，要找机会报警或与外界联系，
以便能尽快脱身。

找工作时多留心找工作时多留心
勿让传销组织有机可乘勿让传销组织有机可乘

本报记者 梁丽春

警方缴获23吨
网售假冒化妆品
涉案金额逾2亿元

江苏省徐州市警方近日侦破一起
特大跨境跨省制售假冒境外品牌化妆
品案件，共缴获假冒化妆品 23 吨，130 多
万人次被骗，涉案金额达 2 亿余元。

“2016 年 1 月 份 ，我 们 接 到 群 众 举
报，称从网上购买的某外国品牌化妆品
质量很不好，怀疑是假货”，徐州市公安
局泉山分局夹河派出所民警韩叙说。

随后民警将这些商品带到有关部
门进行鉴定，确认其系假冒注册商标的
化妆品，并根据线索锁定了一家淘宝网
店，该网店销售假货数额较大。

2016 年 1 月 6 日，徐州警方控制了该
网店店主陈某，并在其店铺内搜查出大
量假冒境外品牌化妆品，扣押了标值 20
余万元的假冒化妆品。

经过对陈某进货渠道进一步梳理，
警方于 1 月 7 日在宿迁抓获了陈某的上
线留学生张某利，据张某利交代，她的
化妆品统一从青岛仓库发货，仅一年时
间，网上成交额有 1000 余万元，并且销
售上线下线人员众多。

据徐州市泉山区公安分局经侦大
队介绍，通过在青岛 5 天时间的调查和
蹲守，民警抓获了管理假货的犯罪嫌疑
人曹某亮，并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查处
了位于广州、青岛和东营的 16 个假货仓
库，扣押未销售的假冒化妆品 23 吨计
2765 万件。

经过深入侦查，徐州警方将潜逃国
外的造假头目贾某、李某军抓获。2016
年 10 月，又成功捣毁了生产假冒化妆品
商标的工厂。

据悉，犯罪嫌疑人贾某等人先在境
外生产香料添加剂等假冒品牌化妆品
原料，后将其运至广州、河源等地个体
工厂进行仿造，将假货通过物流运往青
岛、东营等地储存，再根据网络订单发
货。

目前，涉案的 37 名犯罪嫌疑人已移
送检察机关起诉。

警方提醒，国外化妆品的销售途径
一般比较固定，基本线下自设专柜、线
上通过官网或天猫、京东等平台销售，
消费者应增强辨识能力，勿轻信所谓的
国外代购。

（新华）

关注 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严厉打击、依法取

缔传销组织。年年都有传销组织被曝光，但是依然年年

有人被骗，大学生群体更是传销组织的重点寻找目标之一。传销组

织都有什么套路？什么特征能认定传销？误入传销又该如何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