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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
短短一年多，一个购物店返给一家

旅行社回扣近 2000 万元；游客购买的
翡翠、银器等商品，回扣低则30％、高则
90％；从组团社、地接社、导游到大巴司
机，每个环节都吃回扣……近日，昆明
警方打掉一个以“低价团”吸引游客、
通过购物收取高额回扣的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 31 名。该案件揭开了低价旅
游背后的黑色利益链。

有商品售价是进价百倍

据记者了解，这一团伙分工明确。
其中，去玩吧（北京）旅游有限公司和深
圳青年旅行社两家旅行社主要负责在两
地低价组团，昆明仟悦旅行社负责地接、
设计线路，导游负责带团旅游及引导到
购物店消费，购物店提供商品及回扣。

在整个链条中，掌握游客资源的两
家组团公司地位最高。仟悦旅行社按照
每位游客100元至500元的标准将费用
交给组团公司，另将每人50元至100元
的“人头费”直接交给两家组团公司的
各一名负责人。

仟悦旅行社是“中枢”环节，不仅
要对接上游的组团公司，还要安排导
游，同时根据收取的团费和商家的回
扣，设计线路和购物店的数量。

“地接社主要靠导游来忽悠。”办案
人员介绍，导游会尽量让游客少睡觉、
少进景点，时间都被挤压出来购物。知
情人士告诉记者，在此过程中，司机往
往也会相机行事，如游客到了购物店不
下车，司机就说不能开空调、不能在车上
休息，想方设法把游客“赶”去购物。

购物店则要随时核对游客的购物金
额和返点。为了盈利，他们往往按照商
品进货价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定价。“低价
团一般是旅行社贴钱运营，每名游客贴
一千多元。而购物店的商品往往是进价
的 30 倍以上，多的甚至达到 100 多倍。
只要游客买东西、旅行社收回扣，这个
倒贴的成本就轻松赚回来了。”昆明市
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支队长杨荣彪说。

一家店一年返款2000万

支撑这个黑色链条的关键就是回
扣。记者了解到，回扣最高的是翡翠，
可达 90％，其他玉石一般是 70％到
90％，银器和茶叶一般分别为 40％至
50％、30％至40％。

公安机关侦查表明，仟悦旅行社在
云南有 20 余家合作商店，回扣数额最
大的是腾冲一家玉石商店，一年多内累
计向仟悦旅行社返款近2000万元。“这
家店合作时间最长，从 2012 年就开始
了。由于购物返点比例高，往往几个团
去买茶叶都不如一个团来买玉。”昆明
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副局长袁恒说。

据了解，仟悦旅行社 70％以上的
收入都来自购物回扣。正是靠着高额回
扣，这家只有12人的旅行社2017年净
收入达 1200 余万元。公安机关同时查
明，2017年1月至2018年5月，毛某某
共接“低价团”“零价团”280 余个，
向上游组团社相关人员行贿 130 余万
元。

导游是收取回扣的末端。涉案导游
沐某某供认，其于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6月在仟悦旅行社工作，没有基础工
资，也没有保险和补助，带团要先垫付

相关费用。“收入是我所带团的客人到
购物店购物总额的 10％，我再从 10％
里按照行规给大巴车司机 2.5％的提
成，如果团队还有全陪导游，我还要给
全陪导游 2％的提成。”沐某某称其一
年收入20多万元。

口头约定合作 明暗两套账

对于这类“零团费”或团费过低不
足以支付成本，靠购物拿回扣贴补团费
的做法，业内称之为“赌团”。毛某某
的妻子此前为某旅行社员工，2012 年
两人成立仟悦旅行社后将“赌团”的模
式带了过来。

2017 年 4 月 15 日，云南出台包括
取消定点购物、下架低价游在内的 22
条旅游市场整治措施。但是，不少旅行
社、购物店、导游等操作手法隐秘，低
价游等现象禁而不绝。

据涉案的大理某银器店老板王某某
供认，其与毛某某商量合作时就是“口
头约定，没有书面协议和合同”，操作
模式为：被导游带到店里的游客手上带
着相应颜色的手环，购物结束后，导游
根据销售单据与王某某核对销售金额和
返点金额。然后，王某某通过网络转账
将返点转给毛某某。“仟悦旅行社游客
消费的小单我会统计好，记录在本子
上，然后当天就毁了小单。”王某某说。

毛某某供认，仟悦旅行社有两套
账，一套是公开的账，很“干净”；另
一套则由毛某某掌握，什么时间、多少
团、购物金额多少、返点多少等都记录
得很清楚。“公司账户与个人账户不互
通，资金都进入我的账户，方便对私人
进行交易。”毛某某称。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旅游行业的
监管和整治，推动云南旅游产业转型升
级。”杨荣彪说，暑期是旅游旺季，提
醒广大游客在出行前找正规的旅行社，
签订正规的合同，不要贪图便宜报“低
价团”。

据新华社

商品售价是进价百倍 购物回扣高达90％——

低价游 馅饼还是陷阱

有没有想过，你点的外卖并不是现
炒现卖，而是用一个真空菜肴包加热而
成的？近日，记者走访了成都市在美
团、饿了么等平台上销量靠前的几个外
卖门店，发现大量网红外卖店都没有堂
食，用的都是菜肴包：有的全部使用，
有的则搭配着使用。

一有顾客下单，外卖商家就取出沸
水中加热后的菜肴包，搭配新鲜素菜和
米饭，一份外卖出炉了。菜肴包大多保
质期三个月到半年。外卖商家表示，使
用菜肴包是门店增多后的标准化要求，

“便于复制发展，产品安全也更加可控，
且效率高”。

其中，“妈妈在家”外卖店在美团平
台上月售1844份，在饿了么平台上月售
8777 份，在滴滴外卖平台上月售超过
7500 份。面对记者的推销，店员表示店
内已经在用菜肴包了，并从冰箱中拿出
一包“香辣辣子鸡”，今年7月初生产的，

保质期为 300 天。“咖喱牛肉用得多一
点，一天五六十包。”店员告诉记者。

“菜肴包不是剩饭剩菜。”外婆卤肉
饭建设路店一工作人员指着包装上的执
行国标和生产许可证号说：“产品都有
认证，和方便米饭差不多。”他称，最
初也是单锅制作，“但店内炒达不到工
厂的卫生标准，就开始用菜肴包。”

一位陈姓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这
是门店多了之后必然要走的标准化之
路，“便于复制发展”。此外，标准化后
的食品安全更加可控，“工厂的卫生要
求肯定远远高出一些外卖店的厨房。”

为什么不告诉点餐人？生产厂家的
理由是，在客户不了解的情况下，担心
适得其反。一外卖商家则称：“飞机上
吃的也是复热餐包食品，也没告知，我
们选择了跟随行业内的做法。”

“只要‘方便菜肴包’取得有效的
食品生产许可证，是可以添加到米饭中
的。”成都市食药监局表示。至于外卖
商家使用“方便菜肴包”超过了点餐人
现炒的预期，“新修订的《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鼓励餐饮服务提供明
示餐食的主要原料信息、餐食的数量或
重量，但并未做强制性规定，因为食品
安全相关法规解决的是与食品安全相关
的内容。” 据《成都商报》

外卖=方便菜肴包+米饭？

你点的外卖可能是10天前做的

店家使用的麻辣牛肉方便菜肴包店家使用的麻辣牛肉方便菜肴包。。

近日，江苏省江阴市祝塘镇一对八
旬高龄的夫妇在邻居小男孩落水的危急
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一条宝贵的生
命，而且牵出了一段“缘分”。

据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报道，当日
上午9点左右，祝塘镇石堰村一位老人
带着8岁的小男孩在河边采菱角时，男
孩不慎失足掉入河中。此时，家住附近
的八旬老人徐伟芳听到呼救声后，当即
和老伴一起从家中跑出来，不顾年迈，
毅然下水救人。

据悉，被救的小男孩经过紧急救
治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巧合的是，30
年前，被救男孩的父亲也曾不慎跌入河
中，正是徐伟芳老人将其救起。

记者了解到，30 年里，这对热心
肠的夫妇共救起4名溺水者。 据新华网

八旬老人救起落水男孩
30年前曾救过孩子父亲

日前，武汉一车主贺先生开车过八
一路珞狮北路路口，见路口信号灯疑似
故障，便开车通过。几天后，他收到短
信通知，称他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
信号灯通行。但贺先生表示，通过路口
时没有信号灯亮起，而监控拍摄的违法
照片显示红灯亮起，且红光溢出灯框
（如图红圈内），另一张照片上黄灯亮起
时左侧信号灯出现溢出灯框的红光。他
怀疑红灯是被交警P上去的。

针对此事，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局特勤大队工作人员 8 月 8 日告诉记
者，被怀疑是P图处的效果是信号灯周
围光线太强形成光晕导致。经核实，涉
违法图片是在车主通过黄灯时拍摄，是
误拍，将会撤销违法记录。 晚综

违章照片上红灯是P的？
交警：光晕导致，是误拍

最近，某短视频平台上的“网红
桥”走红——在动感音乐伴奏下，人们
走上水上吊桥并左右晃动。

日前，河南省叶县的姚先生在一个
名为“七彩沙河”景区的“网红桥”上
玩耍时不慎坠下，导致右腿脚跟部位粉
碎性骨折。姚先生称，刚开始景区派人
垫付了 4000 元钱，后来便无人理会。
对此，叶县文化广电局一名负责人表
示，已经将此问题转交相关单位办理，
保险公司正介入理赔。

8月8日，该短视频团队表示，已对
此类景区类视频上线风险提示，用户在
浏览时可看到页面下方提示内容。晚综

男子挑战“网红桥”
不慎坠下摔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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