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2011年 3月 28日 星期一

1 4

编辑 /白瑞 TEL：0392-2189920

E-mail:bairui20@126.com

网 事

近日，一则《男子驾驶直升机空降德州学院接

走女生》的视频在网上疯狂传播。 视频显示，漫天

尘土下，一架红色直升机缓缓降落在学校操场，许

多学生围观。直升机停稳后，一男子从机舱走出并

拨打电话，不久一名女生小跑过来登上飞机，随后

直升机飞离。

网民纷纷发帖质疑：“这架飞机从何而来”，

“是‘黑飞’还是‘炫富’”，“飞机降落校园严重危害

学校和人身安全，有关部门是否该管管”？ 新华社

记者经采访多方当事人所获证据表明， 这架飞机

目前查不到在山东空管方面的任何登记记录、疑

似“黑户”，同时此事件确为没经空管同意的“黑

飞”。

飞机身份：疑似“黑户”

经核实，这一引发网民“围观”的事件发生在 3

月 19 日下午， 地点在德州学院南校区的操场上。

视频显示，这架飞机有山东电视台台标及“中国大

型纪录片———再飞齐鲁摄制组”字样。 对此，山东

电视台回应表示， 他们去年的确向济南飞鹰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租用直升机进行三个月航拍， 但去

年 11 月 15 日航拍任务结束后，租用合同已终止，

但未及时摘掉台标，这件事与山东电视台无关。

那么，这架直升机到底是啥来头？记者调查获

悉，这架美国产罗宾逊 R44 型号的直升机属于济

南飞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负责人名叫杨镇。

但是， 中国民航山东监管局相关人士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并没有查到有关这架飞机在

山东登记备案的记录， 其是否在其他地方注册不

得而知，但起码在山东范围内它很有可能属于“黑

户”。 同时，这位人士指出：山东辖区内有 5家通用

航空公司，另有 3 家正在筹建中；所有 8 家公司，

并无“济南飞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没

在我们这里取得经营许可证。 ”

对此， 济南飞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

镇表示，该公司注册地在济南，的确没在中国民航

山东监管局报批。

飞机接人：属于“黑飞”

根据我国《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直

升机执行低空飞行任务属通用航空管理领域，通

用航空经营资质需经民航地区管理局批准， 在执

行农药喷洒、航空拍摄等飞行任务之前，需提前向

监管部门提出申请。

济南飞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飞

行作业申请流程”清楚显示，执行航拍等飞行任务

须到当地军区及民航航管处申请， 起飞降落必须

通报，申请书相关内容包括飞行时间、飞行区域、

飞行高度、 直升机归属及型号、 临时起降点经纬

度、安全责任书等。

但是， 中国民航山东监管局相关人士明确指

出：“最近我们也没接到这家公司的飞行申请。 ”这

就是说， 这架轰动网络的直升机到“德州学院一

游”的举动属于未经批准的擅自飞行，也就是俗称

的“黑飞”。

而杨镇表示， 该公司的具体飞行业务由具有

资质的托管公司来管理，“谁托管谁报批”。 当记者

一再追问“托管公司名称”及“此次德州学院飞行

任务是否报批”时，杨镇回应，托管公司名称暂不

方便透露，是否报批则正在调查。 目前，中国民航

山东监管局正就此事件在德州展开调查。

“黑飞”安全隐患值得警惕

对于此次“黑飞”的背景，德州学院回应记者

采访时表示：视频中的女生确为德州学院学生，直

升机是在执行完一次空中农药喷洒任务后， 返航

时机主顺便将其上学的孩子接回家。

许多细心的网民担心， 这次飞行是没经过空

中管理部门允许的“黑飞”，极易引发事故，尤其是

擅自在校园飞、停更可能危及校园安全，相关部门

应核查清楚，防范此类“黑飞”事件再次发生。

事实上，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对宽松的低空

飞行环境相比， 中国绝大部分的低空空域是不开

放的。 不过，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

祥明确表示，计划到 2015 年，中国低空空域将放

开。 不少网民指出，目前中国正在逐步打开低空领

域飞行的“大门”，但在这之前，“黑飞”无疑存在巨

大的安全隐患，值得警惕。

另据记者了解， 目前德州学院对网上流传的

“直升机空降德州学院接人”男女主角照片予以否

认，并表示，当事女生目前压力很大，经常独自哭

泣，不愿多谈，为保护当事人，学院暂不便透露其

姓名和相关信息。 （据新华社）

3月 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

商公安机关打击传销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上传出消息，全国公安机关将

与工商等部门进一步密切配合，继续

加大全面防范、打击和惩处传销犯罪

力度。“利用互联网从事传销”已被有

关部门列为重点打击目标。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

长杨正鸣教授建议，当务之急，一方

面要尽快提高专门针对网络传销涉

嫌犯罪行为的“电子取证”侦查技术，

大幅增加对违法犯罪分子的威慑力；

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对

网络传销的定罪量刑等作出更明确

的规定。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

员会副主任刘春泉建议，现在网络传

销的手法越来越高明，往往将服务器

设在国外，难以确定网络犯罪的管辖

权。 不妨确立“谁先受理、谁先管”原

则，要求当地相关部门依法严惩。

由于大学生渐成网络传销“主

力”， 刘春泉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通过

普法教育， 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

帮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认清“网络传

销”和“网络营销”的区别，提高他们

的理性判断能力，克制贪欲。

杨正鸣认为，由于网络传销涉及

面广、牵涉对象众多、信息传输快，取

证比较复杂，因此更需要发挥民间力

量，依靠群众组织，加强社会面上的

综合治理，让其难有生根的土壤。

据了解，上海、湖南等省市已加

大了对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力度。 去

年，上海正式启动“防止传销进校园”

系列活动。 工商部门提醒，学校等有

关部门要帮助学生认清非法传销活

动的特点及惯用手法，增强他们辨别

和防范传销的能力。 （综合新华社）

日前某知名购物网站上一名卖家做出

惊人之举：主动将经营 3 年的 10001 个信用

记录全部清零 ， 而此前她的好评率达

99.98%。这一举动使得这名卖家成为热衷网

购消费者和其他卖家议论的焦点，同时也意

外牵出网上一群奇特的“逍遥派”卖家，开网

店只为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而非赚钱赢

利。

近日，论坛上出现一篇帖子：“把皇冠清

零信用，掌柜怎么了？ ”作者以图文方式展

示了一名卖家将自己经营 3 年的信用清零

的经过。记者看到，在该卖家的信息截图里，

交易信用已达 10001 次，好评率达 99.98%，

但在随后一张图里，其信用变成了零。

这一改变并非系统出现问题，而是卖家

主动将信用清零， 这让不少卖家大呼不理

解。在网上开了家服装店的施小姐说，“信用

记录”几乎是每个卖家的“死穴”，卖家竟将

此看做“浮云”，自己“实在无法理解”。 一些

消费者对此也感到很神奇。 经常在网上购

物的常小姐说：“我们在网上消费，价钱差不

多的情况下肯定选信用高的。 ”

帖子里这名卖家也有一番自白：“清零

信用是一时兴起的念头……只是觉得这应

该是一个小众的地方，可以胡闹可以折腾，

而不是变成一个大众的店”。

“这可是咱们网上商家里面的神秘门

派———‘逍遥派’的掌柜啊！ ”在网上开设数

码产品店的冯先生说： 网店中有这样一批

人，不为赚钱开店，单纯是为结交更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 网上经营一家手工雕刻作坊

的胡先生就是这样一名“逍遥派”掌柜，他表

示，“开店是幌子，交朋友才是真。”（范献丰）

揭秘网络传销“暴富”骗局

飞机疑是“黑户”

飞行属“黑飞”

逾万个信用记录清零 “逍遥派”卖家红了

“轻点鼠标，您就是富翁！ ”“穿

着睡衣、坐在家里，也能赚钱！ ”当

人们登录互联网，往往会被一些不

起眼的电子小广告所吸引。 对于正

在网上苦苦寻觅职位的应届毕业生

而言，更是对此怦然心动。 不过，公

安工商部门和专业人士提醒，那可

能就是深不可测的网络传销陷阱。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联合中

国反传销协会今年 3 月发布的

《2 0 1 0 中国网络传销调查报告》显

示， 2 0 1 0 年我国国内参与网络传销

的人员超过 4 0 0 0 万人，经工商查处

公布的涉案金额达 6 0 亿元。专家分

析，网络传销近年来快速蔓延，在公

安、工商加大打击“火力”的同时，增

强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已刻不容缓。

这是互联网上披露的传销案开审帖子。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点击小广告，也能赚大钱”，“电子商

务致富快，毕业半年 30 万”……与传统传

销不同，互联网上冠冕堂皇的词句、迅速致

富的诱惑， 令一些急于就业的年轻人容易

落入陷阱。

《2010 中国网络传销调查报告》公布

的各类网络传销手法中， 曾经轰动一时的

“法国蝴蝶夫人”涉嫌非法传销案，就属于

穿上网络“马甲”的一种恶性传销。 通过拉

人头、高额返利等形式，“法国蝴蝶夫人”在

短短几年内发展会员 6 万多人， 遍及全国

29个省区市，涉案金额高达 3.35亿元。

曾就读于湖南长沙某大学的左姓待业

青年回忆说：“2009 年，我在广西打工的表

哥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帮我找了一份工作，

是搞电子商务，起薪 1800元，还有提成。由

于毕业后，我在家已经呆了一年多，没找到

工作，于是就为了这份工作跑到广西去，去

之前我还在网上查了表哥所说的公司名

称，显得很正规。 ”

他回忆道：“我一到广西就被‘蝴蝶夫

人’的组织‘控制’起来了，带的 5000 元钱

很快花光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传销，可已

经晚了。为了翻本，我骗父母先后从家里和

亲戚朋友处东挪西借，又凑了 5 万多元钱，

家里仅有的储蓄也都给我了。可是最后，这

些钱全都打了水漂。 ”

百度网“蝴蝶夫人”贴吧内，一位未署

名的上海网友也自述受骗经过：“当初我也

认为这家公司是传销， 有人出钱帮我报了

一个单，我也坚决不做，过了半年看到人家

做得很疯狂，而自己也没钱花了，所以也参

与了进去，做了两个多月，‘蝴蝶’就出事情

了。 ”

《2010 中国网络传销调查报告》指出，

“想在家创业、想快速致富，失业或是意志

薄弱”的人群往往更容易陷入网络传销。非

法传销分子一般从急于就业的大学生、互

联网知识相对淡薄的农村居民以及传播条

件便利的淘宝网店店主入手，发展下线，其

手段较传统传销更隐蔽。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以快

速发财致富为诱饵， 诱骗群众通过银行汇

款缴纳入门费， 在网上注册所谓会员或代

理商，发展下线，从事传销活动。 ”办理“蝴

蝶夫人” 案的郴州警方一位负责人介绍，

“蝴蝶夫人”网站于 2006 年正式建站运作，

仅郴州一地就发展了 5000余人。 中国电子

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吴雪飞说， 我国网民

群体近年来迅速扩大，互联网的便利性、隐

秘性，以及部分网民对电子商务认识模糊，

都可能助长网络传销，使之泛滥。

《2010中国网络传销调查报告》罗列了

三大网络传销的推广“花招”：

一是传统传销的“网络版”。 即借助互

联网平台推销实物产品，靠发展下线盈利，

但这种模式过于明显， 已经被非法传销企

业与不法分子逐渐抛弃。

二是靠发展下线会员增加广告点击率

来给予佣金回报。 主要是通过网络浏览付

费广告获得积分， 并由单一的点击广告发

展为点击广告、收发电子邮件、在线注册等

多种方式并存。

三是利用所谓的“多层次信息网络营

销”模式，其传销载体主要为购物网站。 网

站内容中可能包括：企业策划、个人理财、

远程教育、培训、宣传服务、信息服务等，注

册用户只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人民币， 即可

申请到一个用户名，用来使用网站平台。而

且，成功加入该网站后，即有资格推荐、发

展他人加入， 并可按照推荐成功加入的人

数获取积分等。

传销穿上网络“马甲” “暴富”骗局令人咋舌

网络传销“花招”繁多 上当人群不断扩大

公安工商“火力”齐开

民众自我“免疫力”待提高

传销“暴富”骗局

“直升机接人”调查

“逍遥派”卖家

网曝“直升机空降德州学院接人”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