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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焦点

新华社济南 1 月 29 日电(记者王阳、邵
鲁文、袁军宝)目前，微商概念火热。据中
国互联网协会微商工作组估算， 2017 年微
商从业人员规模为 2018 . 8 万人。“新华视
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微商传销等
新型网络传销呈高发态势，多地频频查处
相关案件。这些案件涉及人员动辄数十万
人，金额达数亿元。

代理面膜差点入伙网络传

销，多地微商遭查处

山东人何倩微信朋友圈有一位销售面
膜的好友，几个月前，她注意到对方在朋
友圈推销一款声称是国外进口的面膜，看
上去销售情况“火爆”。

何倩说，看着对方每天在朋友圈晒有
关面膜的各类证书以及销售量、交易截
图，她动心了，花 5000 元成了对方招募的
代理。作为代理，单批次至少要拿 50 盒
2 0 0 0 元的货，均价 4 0 元一盒；一次拿
5000 元的货，可以买 150 盒，相当于 30 多
元一盒；而这款面膜对方在朋友圈的单盒

售价为 80 元。
“当询问如何更快地销售自己手中的面

膜时，对方却建议我不要将赚钱的方式仅局
限于销售面膜，让我想办法招募代理，称只
要成功招募一名代理，便可以从拿货款中获
得 30% 提成。”何倩怀疑这可能涉嫌传
销，就退货一事联系对方，却被拉入“黑名
单”。

中国公安大学城市安全研究中心专家李
小波介绍，微商传销本质上不再以商品买卖
为目的，而是纯粹通过发展下线牟取暴利，
何倩遭遇的微商已经涉嫌网络传销行为。
2016 年 3 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新型传销
活动风险预警提示，不管传销组织如何变换
手法伪装自己，只要同时具备“交入门费”
“拉人头”“组成层级团队计酬”等要素就
可认定为涉嫌传销。

近年来，多地频现微商查处案件。
2016 年 10 月，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微商分
销”的“云在指尖”被湖北省咸宁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定性为传销，涉案金额达 6 . 2
亿元； 2017 年 8 月，一个吸收 18 万会员
的特大微信传销案在大连市中院终审结
案，该团伙利用 4 个微信公众号共收取会
员缴纳的传销资金 180 余万元； 2018 年 1
月，四川通报特大跨国网络传销组织“五
化联盟”的犯罪行为，仅半年就通过微
信、 QQ 等发展会员 20 余万人，涉案金额
5 . 2 亿元。

利用优惠返现等手段诱人加

入，打着政府旗号制造虚假繁荣

记者调查发现，微商传销蔓延速度快、涉
及人员多、波及地域广、涉案金额大，与传统传
销相比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

山东公安部门介绍，微商传销往往推荐
化妆品、美容美体器械、玉石之类的商品，
利用会员优惠折扣、分享到朋友圈返现等手
段诱人加入，隐蔽性强。

“微商传销通常不强制缴纳加盟费用，
但是要求购买货物才能具备销售代理的资
格。当成为代理后就发展次级代理，也就是
俗称的下线。”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
权益部分析师姚建芳说。

在山东近期查处的一起微商传销案例
中，一个披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外衣的团伙
利用微信销售原生态纸，只要购买就能取得
会员资格。会员可以在微信中分享链接，别
人点击链接在该商家购买任何东西，分享人
都可以获得该笔消费利润 40% 的收益。同
时会员可以发展代理，一旦下线买东西，就
可以获得 6% 至 10% 的利润。至案发时，
这一传销团伙共发展会员 14000 余人，遍及
30 个省区市，涉案金额达 1 . 2 亿元。

目前涉嫌传销的微商有一个共同点，即
在朋友圈炫富吹牛，夸大宣传，有的甚至打
着政府扶持、重点项目、中央部委特批等旗

号，制造虚假繁荣。
一位经侦民警告诉记者，很多微商传销

者在朋友圈发布的交易截图，实际是用电脑
软件自动生成的，这些交易并不存在，却显
示有发货时间、发货单号。

专家建议对微商实行简单备

案制，有效监管资金流向

专家认为，微商的成功依赖于低门槛、
轻成本、微创业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由于虚
拟市场准入机制不完善、相关法律缺失和监
管不力，加之社交媒体的隐蔽性和高额利润
的诱惑，微商被传销所利用。

李小波建议出台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健全行业规范及执行标准，制定发布诸如支
付技术、身份验证技术等规范性文件，将微
商营销行为纳入法治的框架中。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建议，将
原本难以规制的属于私人之间的微商交易纳
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之内；完善广告
法有关网络广告的条款，加大网络虚假广告
的打击力度。

业内人士表示，网信办、工信部、工商
总局等多部门应联合制定管理办法，将微商
纳入监管，实行简单备案制，尤其对资金去
向进行监管。此外，微信、 QQ 等相关平台
企业也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监管，及早发
现问题，控制风险。

新华社北京 1 月 29 日电(记者陈
聪、赵丹丹、鲍晓菁)儿科门诊人满
为患，办公室里咳嗽声此起彼伏……
今年冬天，流感来势汹汹，监测数据
显示，我国报告病例高于过去 3 年同
期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接种疫苗是
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我国的流感
疫苗接种率目前尚未建立科学的统
计，但从每年疫苗供应总数 3000 万
支推算，接种率仅为 2% 。“最有效
的方法”为何乏人问津？记者进行了
调查。

多数成人对流感疫苗

不“感冒”

2009 年 11 月，身为医护人员的
合肥罗女士接种了甲流疫苗，没想到
却因此感染了甲流。从此，亲朋好友
在她的劝阻下再没人敢接种流感疫
苗。

专家指出，像罗女士这样因接种
疫苗感染病毒的几率极小。但除了像
她这样因自身经历而抵触疫苗的人，
大多数成人对接种流感疫苗也不大
“感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刘增
艳等曾对 18 岁以上的居民流感疫苗
接种及影响因素进行电话随访调查。
结果表明，即使在甲型 H1N1 流感
大流行期间， 10853 份有效问卷中甲
流疫苗的接种率仅为 10 . 67% ，季节
性流感疫苗接种率为 7 . 43% 。专家
表示，考虑到问卷在城市随访样本数
占七成多，接种率较低的农村地区所
占样本数较少，因此全国整体接种率
还要更低。

中国疾控中心及多地疾控中心的
黄婷、范军星等在四川、河南抽样选
取 9673 人进行调查发现，不愿意接种流感疫苗的有 4381
人。在这些人群中，三成以上是因为“担心疫苗质量和安全
性”； 26 . 5%是“对流感疫苗不太了解”；认为“接种疫
苗不能降低得流感的可能性”的占 17 . 8% ；而“流感是小
病，不需要接种疫苗”的占 5 . 0% 。此外，也有人表示“不
知道有流感疫苗”以及“接种费用偏高”，导致不愿接种。

未成年人家长对流感疫苗也不待见

虽是高危人群，未成年人的接种率也不乐观。北京市中
关村医院预防保健科李美琴等曾随机选取该地区 3 所小学中
2-6 年级学生的家长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发现，受访家庭中
的小学生只有 33 . 0% 在 2012 年接种了疫苗， 2013 年有接
种计划的仅有 47 . 5% 。

“我们根本没把流感当回事。”长春市朝阳区一小学生
家长马女士告诉记者，孩子 3 岁以前接种了各类疫苗，都是
国家要求的一类疫苗，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接种疫苗的意识
越来越淡。但在 2017 年 12 月末的流感高峰期，她的女儿也
中招儿了，而孩子所在班级得了流感的差不多占班级人数一
半，甚至还有学生因流感住院治疗。

在江苏省滨海县， 2016 年托幼儿童流感疫苗接种率仅
为 12 . 87% ——— 该县疾控中心梅茂冬发现孩子们未接种原因
主要是家长担心疫苗不良反应，其次为不了解流感疫苗、感
觉孩子身体好不需要接种。出人意料的是，私立幼儿园儿童
接种率高于公立幼儿园，农村户籍高于城镇户籍，流动儿童
高于本地儿童，家庭月收入越高接种率越低。

“农村户籍的父母，虽然收入不高，但更倾向于听从医
生建议给孩子接种流感疫苗这样的二类疫苗。而城镇户籍儿
童的父母虽然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对流感疫苗认识存在误
区，导致儿童疫苗接种率较低。”梅茂冬认为，家长对流感
疫苗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接种率。
记者调查还发现，很多家长不愿意孩子“多扎一针”，

也导致流感疫苗未能普及。记者从安徽合肥市多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带着孩子来打疫苗的家长中，很多
人都选择了可以同时免疫乙脑、百日咳以及流感多种疾病的
联合疫苗。虽然联合疫苗的价格较贵，但还是受到家长追
捧，接种的高峰期甚至“一苗难求”。如果没有联合疫苗，
很多家长就会只给孩子做必要的免疫，不会特意接种流感疫
苗。

让“疫苗君”成为“可靠卫士”

疾控专家表示，由于流感病毒会变异，疫苗防护能力并
非“万无一失”，如目前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就难以抵御今
冬大肆流行的“乙型 Y 系病毒”。但多年的疫苗使用情况
证明，接种流感疫苗是减轻流感流行危害的有效手段，可以
降低流感病死率及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严重并发症的发
生率。

“流感疫苗进入我国虽然时间不短了，但对大多数人来
讲还是新事物，所以要想让大家接受，就得告诉大家这个疫
苗的优缺点和接种必要性。”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
医学门诊科科长孙于莉说，有关部门应通过加大宣传来增加
流感疫苗接种率。

安徽省泗县疾控中心主任王作华认为，提高流感疫苗在
人群中的整体接种率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一些重点人群，
可以尝试实现全覆盖。

疫苗产品安全与否，是影响公众接种的因素之一。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继续加强上市疫苗产品抽样
检验和生产现场有因检查，及时查处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
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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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代理面膜可能变成传销“下线”
工商总局提示：只要同时具备“交入门费”“拉人头”“组成层级团队计酬”等要素就可认定为涉嫌传销

新华社记者

全国各省份地方两会陆续召开，记者
采访获悉，加大租赁市场供地力度、多渠
道筹措租赁房源、加快形成“租购并举”
新格局，是各地 2018 年完善房地产调控的
大方向，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话
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
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去年底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
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
发展。”

今年地方两会上，各地纷纷将增加租赁
房供给、搭建租赁服务平台写进政府工作报
告：北京市提出“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
住房，鼓励产业园区建设职工集体宿舍”；上
海市今年“新建和转化租赁房源 20 万套，新
增代理经租房源 9 万套”；福建表示今年“福

州新开工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 5000 套、
新增供应 5000 套，厦门新开工 12000 套、新
增供应 8000 套”；南京市“2018 年将筹集租
赁房源 100 万平方米，保证租赁房供地占住
房供地比例达到 30% 以上”；广州市明确“要
率先实施‘租购并举’，组建 3家国有住房租赁
公司，搭建‘阳光租房’平台”；深圳市今年“新
开工和筹集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 10 . 2 万
套，建成住房租赁监管和服务平台”……

“十九大报告把‘租’的位置提到‘购’之前，
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旨在满足不同人群的居
住需求。扩大租赁市场，首先要加大土地供
给。”江苏省政协委员周岚介绍，今年 1 月 4
日，南京市新年首拍就拿出几大开发区核心
位置的 5 幅地块，全部用于建设租赁住房，面
积达到 18 公顷。此外，还计划从 4 个渠道筹
集土地，比如原来低效的工业、办公、商业用
地，第四种是农村集体土地。

杭州市市长徐立毅在浙江省十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上表示，“到 2020 年，杭州新增
租赁住房总量将占新增商品住房总量的
30% 。同时盘活存量土地、用房，探索村

集体 10% 留用地上建设租赁住房。”
“北京试点集体土地建租赁住房已经有

了样本。”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中建设计集
团副总经理吴宜夏表示，目前，北京海淀、朝
阳、昌平等 5 个集体土地建租赁房项目、
1 . 28 万套房源已经开工。“国家允许集体建
设用地建租赁房，这是增加租赁供给，盘活集
体土地，振兴乡村的重大利好。”

河南省人大代表、华融房地产公司董事
长荣瑞丰认为，一些大城市周边长期存在
“小产权房”，多数是村民自建出租、环境
散乱差，安全隐患大，且不合法。企业化是
可以成片开发，设计和质量肯定明显优于小
产权房，物业和服务能跟进。深圳市正在大
规模推进企业收购改造小产权房计划，值得
各地借鉴。

湖南省人大代表、蓝思科技生产经理罗
承林说：“我们企业每年的用工缺口都达到
4 万人，招聘中心 24 小时开门。我们最希
望形成稳定长期的租赁市场。”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在热点地区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屡次强调。

北京市提出“对于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居住用
地，不仅不会减少，还会适度扩大供应并优
化结构”。上海提出“严控高房价高地价不
是权宜之计、减少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对房
地产业的依赖也不是权宜之计，加强房地产
市场调控不动摇、不放松。”浙江省提出
“更加注重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合理
引导市场预期和购房行为。”

各地保障房建设持续投入。北京市今年
推进已完成供地 290 万平方米共有产权房建
设；福建今年要完成棚户区改造 4 . 3 万
户；河南今年继续推进棚户区改造，新开工
50 万套，基本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 34 万
套；安徽省今年新开工 28 . 18 万套保障性
安居工程、基本建成 23 . 75 万套，完成 10
万农村危房改造；湖南城镇棚户区改造
27 . 76 万套。

此外，“去库存”任务仍在一些地方持
续。天津 2018 年将盘活空置楼宇 300 万平
方米；甘肃表示要将商品房去化周期保持在
合理区间。

新华社南京 1 月 29 日电

加快形成“租购并举”新格局
地方两会代表委员谈房地产调控

大图：龚顺生在开水房内添柴烧水（1
月 22 日摄）。

下左图：龚顺生在劈柴（1 月 22 日摄）。

下右图：村里租住的外来务工者在龚
顺生的开水房打开水（1 月 22 日摄）。

每天，在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永人
村街边的一个小门面房内，伴随着阵阵水
蒸气和来来往往打水的人，龚顺生的开水
房算是开铺了。一暖水壶开水 3 毛钱，20
年来从未涨过价。

永人村是一座典型的城中村，在这里
租住着 5000 多名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租住
条件简陋，每天收工后打上一壶便宜的热
水洗去满身疲惫成了这些早出晚归人的小
幸福，而守望他们这点小幸福的就是这个
已经年过花甲的“龚师傅”。

今年 62 岁的龚顺生是永人村人，90
年代中期，他把自己家沿街的前屋租给从
浙江来此打工的一户人家，这家人开了一
个开水房，一暖水壶开水售价 3 毛钱。几
年之后，这家人结束生意返回老家了，龚顺
生便接手继续烧水、卖水，每天下午两点他
准时开铺，一直要营业到晚上九十点钟，有
时有人晚上回来晚了，只要叫他一声，他就
会开门供水，这一烧一卖就是近 20 年。

“一开始是打算要涨涨价的，毕竟物价
早就涨了。”龚顺生笑着说，后来他发现在
这里租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平时特别节俭，
有些甚至连花几块钱到浴室洗澡都不舍
得，几经考虑，龚顺生不顾家人反对，决定
开水不涨价。但是家里的经济收入也越来
越拮据，“现在一个月净利润都赚不到 1000
块钱。”龚顺生的妻子黄有冰告诉记者。

龚顺生的大女儿如今上班了，每个月
都会补贴夫妻俩一点，听到妻子跟记者“诉
苦”，龚顺生显得很不高兴，他说：“我都六
十多岁了，儿女也越来越大了，钱不钱的不
重要，这些打工的都不容易。”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村里租住的外来
务工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龚顺生也日渐
苍老，唯一不变的是这三毛钱一壶的开水，
始终温暖着村里早出晚归的异乡人。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三毛钱”暖人心


	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