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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昨 天 上 午 拨 打
12377 电话，咨询中央网信
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对于互联网上
的违法和不良信息，个人可
以直接在网站举报入口上传
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而后
会有相关处理。

我国《网络安全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
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

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
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
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
止信息扩散。

一名警察表示，“有关送
养和收养，如果信息是真的
应该归民政部门管；要是怀
疑是假的，公安部门可以
管。直接打110即可。”

记者拨打110报警电话，
接线人员回应，针对网上真

假纷杂的收养和送养信息，
公安部门可以管，并给了记
者一个属地派出所的电话。

属地派出所工作人员介
绍，公安部门平时也有网警
在监测这些问题，如果有违
法行为会去处理。“个人报警
需要提供对方诈骗或者个人
遭受损失的证据，不论网站
归属地在哪儿，都可以报警，
我们会处理。”

（赵喜斌 李松林）

叫价20万元 孩子“送养”还在搞

揭秘隐匿网络的私自送养乱象
据《北京晚报》报道，在某网络论坛中，分别键入“送养”“领养”“收养”等关键词，旋即弹出多条帖子。而随着关键词

的切换，《诚信收养女孩》《我想领养个孩子》《怀孕中的男宝，求领养》等标题也不断闪现。私自送养的信息在网络中不
断蔓延，隐匿在QQ群、论坛等社交网站中。“养不起”等字眼成为私自送养的主因，同时送养人也标出数万元甚至二三
十万元的“补偿”。法律人士指出，私自送养不仅触犯法律，无法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而且也容易成为贩卖儿童的跳板。

打开某网络论坛，分别输入
“送养”“领养”“收养”等字眼，旋即
弹出多条帖子。一些发帖者还专
门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而在帖
子下方，跟帖者也常常会留下自己
的微信或QQ号回复交流。甚至有
跟帖者宣称自己是孩子的母亲，大
家可以加微信号，“拉你入群”。

4月13日，记者依据线索在QQ
上查找添加一个名为“爱心救助站
三”的QQ群。该群目前共有成员
33人，除了群名被冠以“爱心救助”
之外，群简介也标榜称“以资助困
难未婚妈妈为主”。而无论是群主
还是管理员，对于陌生人都表现得
相当谨慎。在加入该群之前，需要
先添加该群管理员说明来意，而往
往管理员一有疑心，就会将群友删
除拉黑，连QQ群也会频繁改名躲
避风险。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群的？”
“不是熟人，不会知道我们是干什
么的。”……正当记者被该群管理
员反问而准备继续咨询时，却发现
已经被其删除。记者注意到，在该
管理员的QQ空间中，一条4月 10
日发布的内容为：“不是熟人介绍
的别找我，浪费时间。”

此后，记者尝试联系该群另外
两位管理员，均未获答复。其中，
一名 QQ 头像为送子观音的管理
员，网络签名为：“拒绝高补，不惧
任何威胁、诋毁。”有熟悉该行业的
人士称，在收养送养的网络江湖
中，“补”字相当于行业“暗语”或

“黑话”，是指领养者为送养者提供
的物质补偿款。一般“低补”是指
补偿费较低或偏低。而该管理员
QQ签名中的“拒绝高补”，也可以
简单理解为无需高昂补偿费。

在天涯论坛中，32 岁的如熙
（化名）发帖称可以将自己的孩子
送养。意外怀孕使得老二在今年
年初降生了，而老大只有一岁多。

“怀孕时有想过打掉，但是自己还
是舍不得。”

而当老二出生后，本就不宽裕
的生活遇到了更大的问题。“两个
男孩，真的养不起了。夫妻关系又
不好，很多压力都在我一个人身
上。”

如熙也曾考虑通过中介寻找收
养方，但她担心中介只会为了钱而
不顾收养方的真实状况。曾有一对
50多岁的夫妻找到如熙，想要收养
仅3个月的孩子，但是如熙还是拒
绝了。“他们的年龄太大了，我也要
给孩子找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做了
送养的决定，但是心里很难受。”

尽管如此，如熙仍在多个论坛
中发出送养信息，也不时出现有意
收养者与她联系，她也在现实生活
的压力与心里巨大的痛苦中做着
抉择。

如熙向记者发来了多张自己

与两个孩子的照片，并提出了年
龄、收入等多个送养要求。对于

“补偿”，如熙几经犹豫后提出20
万元。“从我嘴里说出这个，我真的
很难受。不用先打钱，可以见面后
再继续下面的步骤，一旦送养了就
不会再有任何的瓜葛。”

与如熙一样，很多人准备送养
孩子的原因是“养不起”。在某论
坛中，有一名发帖人称自己有一个
5岁亲生女儿，“已离婚独自带孩
子，没工作没能力抚养”；而在另一
个帖子下，有人称送养孩子是“因
为特殊情况养不起”。此外，还有
人称自己在创业阶段，“有点力不
从心。想找一个可靠、没孩子的人
领养”。

一名领养者表示，正规渠道对
领养要求十分严格，自己才想到了
在网络中的“民间送养”。记者调
查发现，类似领养和送养的信息，
在网络中并不少见。而与此对应，
无论领养还是送养，发帖者描述的
动因往往不一而足，甚至有些太过
轻飘，不负责任。

虽然网上关于领养和送养的
信息不少，但这些充斥于网络中的
信息往往真假难辨。此前，国内一
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也查处了多起
网络收养孩子的骗局。

依据线索，记者在某网站上发
现一篇揭露领养收养骗局的文
章。在文章中，作者详细还原了网
络收养领养的骗人步骤。

比如，骗人者首先会在领养收
养孩子相关的帖子下留言，引起领
养人注意；接着，当有人联系上留言
者时，就会收到其QQ号，而后他会
把领养人拉进群里。群里的“负
责人”会了解领养人的需求，如领
养人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待产还
是已出生等，进而提出需要交
2500元的定金。之后会许诺“全
国各地找医院开出生证明”“保证
宝宝有各种证件”“还可在你家附
近送产”等。

然而领养人一旦交了“定金”
后，就会被踢出群外，删除拉黑。

“我就是其中一个被骗的！”记
者注意到，在该文下方就有网友跟
帖表示，此前刚被骗过。而更多的
网友则是互相提醒不要上当受骗。

“如果网络上有各种信息表示
自己因为生活压力大要送养孩子，
我们需要批判性对待。”儿童工作
独立顾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
保护专家、前项目官员杨海宇认
为，亲生父母对于孩子的抚育是儿
童成长的重要因素，不能遇到困难
便简单地将孩子送养。

在相关法律网站上，关于网络
送养和领养孩子的事项咨询，也非
常普遍。“网上的信息真真假假，无
法轻易核实。但有这么多信息，说
明领养和送养的问题还是很值得
关注的，反映出需求，也存在风
险。”杨海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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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正规渠道进
行 领 养 ？ 一 名 知 情 者 表
示，国家对领养孩子有着
严格规定，私自领养属于
违法行为。领养人首先应
该向当地民政部门提出领
养申请，民政部门审核后
会对符合《收养法》规定条
件 的 当 事 人 办 理 领 养 登
记，发放领养登记证。

“网络上的各种领养送
养信息，双方都无法鉴别
信息真伪、核实各方资质，
被骗的风险相当大。”杨海
宇表示，比诈骗风险更大
的是对孩子权益的侵害，

“究竟对方是否满足收养
条件、能否给孩子一个较
稳定的生活，万一收养者

有变故，如何保证孩子权
益等，都是没有保障的。”

杨海宇建议，无论领养
还是送养小孩，都要走法
律允许的正规途径，切不
可盲信网上的各类信息。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李莹表示，《收
养法》中规定了哪些未成
年人可以被收养、哪些人
可以送养、哪些人可以成
为收养人，这些都是有法
定条件的。私自送养是违
法的，也不受法律保护，会
给未成年人带来很大的风
险。“有这么多的私自送养
发生，是因为很多人达不
到法律的要求。在私自送
养的行为中，也不乏拐卖

儿童的犯罪活动，私自送
养也成为拐卖儿童的一条
途径，私自送养应被严格
限制。”

一名律师表示，网络送
养不符合《收养法》关于送
养及收养的规定，法律上
不承认双方的收养关系；
对于私自送养，法律没有
授权执法部门主动介入查
处，容易成为变相拐卖妇
女儿童的灰色地带；若是
父母或监护人私自送养，
也会给打击拐卖妇女儿童
犯罪带来阻碍，“被收养
人”的人身安全亦难以得
到有效保障。“建议加大网
络管控力度，禁止任何私
自送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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