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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毒品灰色交易通道——

魔爪下的社交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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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观点

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网络社
交软件的普及和运用扩展了人们生活的空间，同时也为
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在众多涉毒案件中，未成年
人由“配角”变成“主角”，关键就在于网络社交软件。对
此，除公安机关严打各种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外，网络运营
商、快递公司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采取各种手段净化网
络空间、加大筛查力度，学校应加大禁毒宣传教育，督促
监护人共同承担监护职责。

日前，有媒体盘点了“红头文件”
乱象。今年以来，先有湖南省双峰县
发文“请求”将涉嫌收购象牙的犯罪嫌
疑人取保候审，后有徐州市丰县农委
发文激励下属人员搞罚款“创收”，最
近又有赣州市沙河镇纪委发文批食堂

“菜里没肉”，引得网友一片质疑。
“红头文件”如此五花八门，直让

人感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难怪
有网友质疑：“红头文件”，在一些地方
是 否 已 成 为 公 权 滥 用 的“ 尚 方 宝
剑”？

“红头文件”，因带有大红字标题
而得名，长久以来，对推动政府改革、
发展经济、治理社会起到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红头文件”滥发滥用、内
容出格，甚至违背法律等现象屡见不
鲜，不仅使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备受诟
病，更严重损害社会公众的合法权
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的理
念更加深入人心。依法治国，要求我
们将法治理念和思维渗透到社会治
理的方方面面。这其中，政府机关应
做好表率，严格依法办事。而“红头
文件”乱象，与依法治国的理念格格
不入，甚至背道而驰。如若不加以重
视，后患无穷。

笔者认为，治理“红头文件”乱象，
需内外兼修。一方面，行政机关在制
订“红头文件”时，必须严格遵照法律
规章，充分考虑公众权益，既具严密
性，又具可行性。另一方面，政府有关
部门必须强化对“红头文件”的监管，
确保其合法有效，并建立完善问责机
制，严惩那些将“红头文件”玩弄于股
掌之间的行政机关及相关负责人。只
有这样，才能让“红头文件”回归正位，
不再成为触动公众神经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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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拨人选择一个僻静之处，
一方收钱、一方验货，然后握手道
别。这是很多警匪片中，毒品交
易的经典桥段。

然而，随着网络和社交软件
的普及运用，这样的场景已显

“落后”。因为在现实中，吸毒者
和贩毒者可以天各一方，素未谋
面，只要通过社交软件，就形成一
个从吸毒到贩毒、线上到线下的
黑色交易链。令人担忧的是，这
样的交易呈蔓延之势。

核心提示：
微信、陌陌、米聊⋯⋯时下流行的社交软

件，手机一族并不陌生。然而，在方便我们生活

的同时，这些社交软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甚至沦为毒品犯罪活动的工具。如何斩断伸

向社交软件的魔爪，成为亟需面对的问题。

孩童盗墓，离谱
日前，永康市芝英镇石塔下村公墓

内的 30 余处墓穴被撬。村民报警，芝
英派出所迅速调查。没想到，“盗墓者”
竟是 5 名孩子，最大的 13 岁，最小的 8
岁，来自云贵川地区，随父母在永康生
活。他们听说当地风俗要往墓穴里撒
硬币，于是就用树枝、滑板等工具，从墓
穴内挖出硬币作零花钱。最后，孩子们
的父母同意赔偿损失，由于孩子们未满
14周岁，民警对他们进行了教育。

——孩子无知，家长反思。

挡牌倒车，愚蠢

日前，杭金衢高速公路上溪出口附
近发生惊险一幕：一辆金华牌照的现代
轿车在高速公路上倒车，并用纸遮住车
牌号。高速交警金华支队民警将其拦
下。司机姓朱，在义乌经商，当天和妻
子从金华市区开车去义乌，因错过出口
决定倒车，两人竟妄图用遮挡车牌逃避
处罚。最后，因在高速公路上倒车和故
意遮挡号牌，朱某要被交警扣罚24分。

——自作聪明，自食恶果。

吸毒失控，吓人
日前，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七

星派出所接警：嘉城绿都合欢苑内，一
名男子在家乱砸东西，行为恐怖。警方
赶到现场，只见男子手持菜刀跑到阳
台，情绪激动，挥刀乱舞。与警方对峙
约4小时后，男子渐渐安静，特警看准
时机将其制服。男子姓张，42岁，四川
人，无业，曾有案底和吸毒史。

——吸毒，害人害己。

爬楼进房，危险
日前，永康市江南派出所接到群

众报警，金胜路一小区内，一名男子爬
上一幢居民楼的4楼阳台，疑似小偷。
民警前往现场，正巧遇到被举报男
子。对方说，自己姓余，是这里的住
户，因忘带钥匙才爬墙进房间。经核
实，民警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

——安全，切莫小视。

通讯员 陈凯璐 陈正明 李洁

网上寻找“上线”购买毒
品，通过社交软件发布出售信
息，寻找“下线”贩卖毒品，从中
赚取差价，这种旁门左道，竟成
为北京某艺校学生东东（化名）
的“生财之道”。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东
东在 QQ 上发现陌生人“小超”
的签名写着可提供“hush”。东
东很好奇，他加“小超”为好友，
才知道“hush”原来暗指大麻。
经不住“小超”的一番诱人说
辞，东东很快成为其“下线”。
两人谈妥价格，东东以每克
200 元的价格购买 6 克，并给

“小超”的账户汇去 1200 元。3
天后，东东收到通过快递寄来
的大麻。

此后，东东把自己的陌陌
签 名 修 改 为“ 可 提 供 hush”。
没想到，很快就有买家主动联
系，要求提货 3 克。他欣喜若
狂，把买来的大麻以每克 300
元卖出，立马净赚 300 元。尝
到“甜头”的东东一发不可收
拾，又多次从网上购买毒品，
通过微信和陌陌联系买家。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东东最终
被警方抓获，断送了美好人
生。

东东的悲剧并非个例。今
年 6 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发
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在社

交软件逐渐成为新型毒品购销
渠道的同时，QQ、陌陌、微信等
也成为青年、甚至未成年人接
触毒品的主要途径。在好奇心
和利益驱使下，他们逐渐掌握
毒品购销渠道，从而诱发涉毒
违法犯罪。

朝阳区法院调研发现，近
7 年来，该院共审结未成年人
涉毒案件 24 起。以前，近半
数的涉毒案件中有未成年人
参与，大多充当“马仔”，并不
掌握毒品来源及上下线的联
系方式。但去年以来的未成
年人涉毒案件中，只有一起不
是未成年人共同作案或独自

作案。未成年人在涉毒案件
中逐渐从“配角”升级为“主
角”。

“未成年人多通过 QQ、微
信、陌陌联系卖家，毒品或通过
快递邮寄，或直接见面交易。
拿到毒品后，他们则通过社交
软件寻找下家。“朝阳法院少年
法庭法官陈法说，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移动互联网络、新型社
交工具软件、快递运输等，充当
了未成年人实施毒品犯罪的帮
凶。

警惕：社交软件遇幽灵

毒品猛于虎。因吸食毒
品，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
悲剧比比皆是，对广大青少年
的成长毒害颇深。

有关专家表示，部分毒品
能够通过网络、物流快递方式
购销，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
监管存在漏洞。比如，某些网
络运营商监管不到位，为贩卖
新型毒品提供渠道，某些快递
行业管理不规范，物流寄递物
品存在“不实名、不验视”的情
况，致使毒品等违禁物品被运
送到不法分子手中。

“出售小马，懂的加。工作
号谢绝闲聊，勿张扬。”一个微
信号在个性签名里这样写道。
这里面，“小马”就是指冰毒。
当有人需要“小马”时，双方就
在微信上交流，确认价格和数
量，用手机拍照发送看货，互留
联系方式进行毒品交易。

当下，尽管很多网站会自
动过滤涉毒的敏感词汇。但正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吸贩
毒者往往通过专门的暗号替代
毒品，以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比如在“圈子”里，溜冰就是指
吸食冰毒，“白寡妇”、“北极
光”、“臭鼬”这些形形色色的词
汇，全是指代毒品的暗语，还有
的毒友之间互称“飞行员”。凭
借暗语，普通人很难察觉异样，
但吸贩者却可借此形成一个密
切联络的“小群体”。

目前，全国多地的禁毒形
势仍然严峻。据省公安厅统
计，我省在控吸毒人员超过 17
万，并以每年约两万人的速度
增加。从本月起至明年 3 月，
全省公安机关开展百城禁毒会
战专项行动，严打毒品犯罪。
本次专项行动将以杭州、宁波、
温州、台州等地为重点，加大对
毒品通道的查堵力度，严打利
用网络贩毒等各类涉毒违法犯
罪活动。

对此，有关法律专家建议，
应当进一步净化网络、手机运
营环境，清理快递寄毒。网络
及程序运营商应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快速检索出各种违法犯
罪信息，采取删除信息、封存账
号、实名注册等手段净化网络
环境。快递公司应提升技术手
段、加强行业自律，加大对可疑
物品的筛查力度。与此同时，
软件运营商应与公安机关建立
联动机制，让涉毒违法犯罪活
动无所遁形。

支招：
净化网络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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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诸暨市的潘佳（化名）
像往常一样打开社交软件陌陌。
此时，一个网名为“孝”的人，通过

“附近的人”功能添加他为好友。
“要货的联系哦。”“孝”在自己的
个性签名里这样写道。这引起了
潘佳的注意，直觉告诉他，这个签
名有“深意”。

警惕性颇高的潘佳，假意让
对方通过验证。在与“孝”一番对
话后，潘佳终于弄清对方签名里
所指的货，正是冰毒。有人在利
用社交软件兜售毒品！他立刻向
诸暨市公安局璜山派出所报警。

接警后，璜山派出所民警立
刻行动，用陌陌与“孝”取得联系，
一探虚实。经过一番周旋，警方
得知此人姓周，是诸暨本地人。
弄清基本事实后，民警决定引蛇
出洞：假装资深“客户”，要求购买
一定数量的“货”，并预付一部分
费用。双方约定，9 月 2 日晚，在
市区某KTV包厢内交易。

当晚，民警事先守候，观察周
边的动静。浓浓黑夜中，一名男子
由远而近，左顾右盼，在KTV门口
徘徊良久之后，走进约定的包厢。
但此人并不是“孝”，他自称姓方，
是帮周某送货的。说时迟那时快，
他话音未落，民警已迅速上前将其
抓获。随后，警方顺藤摸瓜，寻得
周某的落脚点，并顺利将其抓获，
现场缴获冰毒3克。

令人吃惊的是，这两名涉嫌
贩毒的男子都未满 18 岁，其中周
某还是在校学生。今年 7 月，两
人在宁波结识一名外地男子。该
男子声称，可以为他们指点一条
快速生财之路，这让两个涉世未
深的年轻人怦然心动。于是，在
该男子的帮助下，两人开始在诸
暨用陌陌四处兜售冰毒。

“我们一般通过陌陌添加一
些‘附近的人’，如果看到他们的
签名里有‘无聊寂寞’等内容，就
告诉他们吸食冰毒能让人很快
活，以此网罗买家。”周某向警方
交代，凭借这般套路，他们已卖出
冰毒3克。虽然两人懊悔不已，但
大错已铸。最终，因涉嫌贩卖毒
品，周某和方某被公安机关刑拘。

警方表示，作为时下热门的
网络通信工具，微信、陌陌等社交
软件，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
机。利用新兴社交软件来贩毒、

买毒，规避了常规的联络方式，
交易手段更为隐蔽。同时，由

于社交软件注册门槛低，可
以不断注册新账号，这在无

形中增加了公安机关的
查处难度。

意外：
交友引来两毒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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