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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老李讲述，老李来到云南后，见到
了那位喊他一起“赚大钱”的老乡。听到
熟悉的乡音，老李对这次赚钱之旅充满
了期望。之后，老乡带着他来到了自己
在云南的住处，老李看到那是一幢两层
小别墅，装饰十分豪华，附近的环境非常
幽美。老乡告诉老李自己才来云南一年
的时间就赚了一百多万元，真是轻轻松
松赚大钱啊。为了使老李相信自己在这
里赚钱很容易，他带着老李又来到了一
位从台儿庄过来的老乡王先生家中。王
先生显然也是赚了大钱了，四层别墅住

着，家中还有两辆私家车。王先生告诉
老李，他来这里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现在每年能赚一千多万呢，为此他把家
里的人都喊过来了。

看完两位老乡的豪华住宅之后，王
先生带着老李来到了一处大型果园，告
诉老李他们公司就是负责把这些各种各
样的水果销售到海外，但是他们只负责
往里面投钱，其余有专业的种植、销售、
管理等人员打理公司，他们也就是相当
于小股东，每年拿收益就可以了，赚钱十
分轻松。

两位老乡都“挣钱”了

投资69800元能成千万富翁？
“挣大钱”的诱惑让村民心痒痒

“记者同志，你来

我们这里采访一下吧，

我们村很多人都去云

南‘发大财’了，这事到

底靠不靠谱?”近日，家

住市中区的王先生拨

通本报新闻热线说。

王先生简要地告

诉记者，前不久他们村

子内的数十个村民都

去云南做生意了，说是

“卖水果”，一年能挣上

千万。而且还时不时

地回来喊上家中的亲

戚一起去挣大钱，王先

生对此现象好奇又眼

热，可是又怕是传销坑

人，于是就致电本报，

想让记者深入调查。

记者根据王先生

提供的线索，找到一位

曾去云南“做大生意”

后又回村的老李。老

李告诉记者，去年他听

别人说去云南轻轻松

松就可以赚大钱，便跟

人去云南看了一下真

实情况。

■ 记者 邵士营 实习生
张一鸣

看完云南的情况后，他的那位老乡
和王先生开始详细地向其介绍如何投钱
做股东拿大钱了。“一份股是 69800元，
你投的股份越多你就可以拿到越多的
钱，大概一股是80万的高回报。”王先生
说道。可是，老李却拿不出太多的股份
钱，也就可以拿出一股的钱，而且在家中
听说的是，只要投资 69800元就能成为
千万富翁啊，怎么到这情况有些不同
啊。在听到老李的疑问后，王先生让他
在云南先住几天，过几天会给出答案的。

老李在云南游玩了几天后，王先生
告诉他，公司的总经理要开一个报告会，
来给大家讲述如何投资69800就可以成

为千万富翁，让老李去听一听报告会，收
获会很大的。老李充满期待地去听了总
经理的报告，对如何成为富翁也有了详
细的了解。要想成为千万富翁，需要发
展下线。就是说，他需要找到三个人来
公司进行投资，然后这三个人再发展下
线吸引别人来投资，等到老李发展到了
29个人的时候，他也就离千万富翁不远
了。在弄明白这个过程后，老李对这个
公司充满了怀疑，这不就是传销吗？

后来老李借着回来发展下线的机会
回到了家中，脱离了他认为是“传销”的
组织，此后一直没敢再去，虽然不断传来
有邻居在那里“暴富”的消息。

一股69800元，回报80万?

这个到底是正当的生意还是“传
销”？采访过程中，不断有村民向记者发
问。据记者了解，大部分村民对这种一
夜暴富的事情不敢相信。77岁的村民
张大爷就说，自古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才是正经事，妄
想一夜暴富，到头来可能鸡飞蛋打啊。

可也有村民对此深信不疑，特别以
年轻人居多。32岁的村民孙先生就告
诉记者，在这个财富高速增长的社会，只
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谁抓住了机
会谁就是财富的拥有者，他对此深深相
信。据孙先生说，他不但去南参与了投

资，还动员姐姐哥哥都去了。
采访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

告诉记者，他原来也是不相信去云南能
挣大钱，但是前几天一位邻居开着一辆
豪华宝马回来了，据说得值几十万。“这
小子一直穷得叮当响，他不但去了，他的
哥姐也跟他去了，虽然他哥姐没回来，但
是他开的这个车确实能证明他挣了大钱
了啊。这么好的车，让他借他也借不来
啊。”

这些村民去云南到底是做正当的
“大生意”，还是陷入了传销？

本报记者将对此作继续报道。

曾听说有个穷小子开宝马回来了

随后，记者在村子里采访发现。村
子里大多数人都去云南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所谓的发展下线赚大钱的规则。每
个人的朋友圈都不是很大，为了那三个
名额大家只好把自己家的亲戚喊去云
南，然后亲戚为了赚钱再找亲戚，就这样
一个怪圈形成了，导致村子里的人越来
越少了。

沈女士原本在家中开了一家服装
店，生意虽然不是很好，但是生活还算是
可以。有一天她的弟弟找到她，告诉她
可以去云南赚大钱，沈女士听了之后心

动不已，把店铺转让出去卖了 5万又借
了 2 万，便跟着弟弟去云南赚钱去了。
之后从云南回来又拉着自己的亲戚去云
南发展。

郑先生之前在家开了一家五金店，
生意很好，但是在小叔的诱惑之下，也不
开店做生意了，带着多年的积蓄也去了
云南，只为了那个千万富翁的梦想。

据记者了解，这样的情况在这个村
子乃至附近数几个村子中十分普遍，越
来越多的人去了云南“挣大钱”。

亲戚找亲戚，全家都进去

晚报讯 （记者 马高
超）前段时间，家住滕州
市新兴小区的宋先生拨打
本报热线反映，滕州市某
商场内地下电玩城虽已设

“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公
告牌，但仍然允许未成年
人进入。

本报曾在 6月 27日以
《未成年人进电玩城屡见不
鲜》为题报道了此事。记者
从滕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了解到，现行的《娱
乐场所管理条例》中明文规
定，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
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玩

不得向未成年人开放。但
当近日，记者再次走访此电
玩城时，在其中还是发现了
不少未成年人的身影，有的
看起来还只是上小学的样
子，电玩城内也无工作人员
对这些未成年人进行劝
阻。一位在旁看孩子玩游
戏的家长向记者说道：“唉，
这刚接他放学，他就非要嚷
着来这儿玩一会儿，都成瘾
了！”旁边的唐先生叹气道：

“孩子这么小就开始接触这
个，对学习肯定有很大的影
响，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加强
对此处的管理工作。”

电玩城里有不少未成年人
警示标语成摆设

晚报讯（记者 刘豹）
“只要遇到下雨天，我们这
个市场必淹。”近日，家住台
儿庄区泥沟镇的孙先生拨
打本报热线反映，泥沟镇振
兴市场由于地势低洼，每逢
下雨必淹，给在此做生意的
商户及周边赶集的村民带
来诸多不便。

近日，记者赶到泥沟
镇，正巧赶上泥沟镇大
集，整个振兴市场内人头
攒动，举步艰难。虽然每
个人身高不同，但是从远
处观看，市场内每个人的
身高落差非常大。为了一
探究竟，记者走近观察发
现，市场主干道与两侧商
户地势高度相差约 1 米左
右，所以就造成了赶集的
村民站在市场内高矮相差
甚大，其中两个人站在相距
一米远的地方，高度就相差
近一米。据了解，就是因为
市场内主干道地势比两侧
的商铺及其它道路低，给附
近村民及商户造成诸多不
便。“只要下雨，这个市场必
淹，严重的时候，积水能达
到半米多深。”市民孙先生
说，每次有积水，一些商贩
就没办法到市场内做生意，
只能将自己的商品摆到别
处，甚至摆到枣台路上，这
样势必造成交通压力加大，
更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逢雨必淹，难道市场就
没有排水设施？市场内一
商贩告诉记者，市场内有排
水管道，但是堵塞比较严
重，污水入口又较小，每次
下雨雨水从地势较高的地
方流进市场，排污管道很难
及时将雨水排出，这样就淹
没了市场。记者在现场查
看了一番，仅在市场道路中
间的位置看到一处排污口，
附近的污水正沿着排污口
缓慢排出，如果不是因为有
污水排出，很难发现这儿就
是排污口。

同时，市民周先生称，
由于市场管理松散，小商贩
乱搭乱建，随意摆摊现象严
重。“虽然道路两侧设有专
门的摊位，但是由于摊位有
限，许多小商贩就随意找个
地方摆摊，根本不理会有没
有堵路或者给别人带来不
便。”周先生说，更有个别小
商贩，为了躲避收费，见到
收费人员到来，就将商品收
入三轮车内，推到一边，等
收费人员走了之后，他们再
另外找个地方摆摊。

采访中，附近商户提出
最大的问题还是市场低洼，
逢雨必淹的问题，他们都希
望相关部门能尽快将市场
进行维修，尽量将市场垫高
一些，将排水设施进行疏
通。

泥沟振兴市场逢雨必淹
市民盼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