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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兼职，警惕这些骗局
□乔宁

暑期，不少学生都在假期萌生了兼职的想法。假期兼职既能体验生活又能获得酬劳，可谓一举两得。但假期兼职并没有
我们想象中那么轻松、简单，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兼职招聘中隐藏着许多陷阱，需要我们擦亮眼睛去辨别。

小何在某个微信群里看到了一
条招聘信息，十分心动，他立马与
对方进行联系。对方称工作要求不
高，只是负责电话营销，收益可
观，保证日结。小何听后深信不
疑，便成功“入职”。

“您好，我是某某证券公司客
服，我们正在做推广，你只需要关
注微信公众号，我们就会给你免费
发红包，你的手机号码就是你的微
信号吗？”入职后，小何每天都在
拨 打 电 话 ， 重 复 上 面 的 固 定 话
术 ， 引 导 客 户 添 加 微 信 领 取 红
包。由于工资日结，他对工作非常
满意。

几天后，有客户打来电话，斥

责小何的行为涉嫌诈骗。同时，小
何的电话卡又很快被运营商限制无
法使用，小何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
为可能触犯法律。与此同时，他们
的团伙被公安机关一网打尽。

警方提醒：许多学生法律意
识 淡 薄 ， 辨 别 犯 罪 行 为 能 力 较
弱 ， 以 为 遇 上“ 美 差 ”，实 则 落
入“ 圈 套 ”，赚“ 小 钱 ”却
踩“大坑”。多年来，学生兼职中
存在不少“灰色地带”，这些游走
在法律边缘的“赚钱途径”，多半
是为了眼前利益，害人又害己。大
家找兼职工作一定要去正规的招聘
公司和中介平台，并签订劳务合
同，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赚“小钱”，踩“大坑”

今年暑期，读大二的小陈在社
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关于想要居家兼
职的求职信息，没过多久他便收到
回 复 。 对 方 自 称 是 兼 职 “ 助
理”，可以帮助申请居家工作。小
陈半信半疑地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
式。对方告诉小陈居家客服这份兼
职不好做，事情多且有三天考核
期，如果考核没通过，就无法获得
这份兼职。对方给小陈推荐了另一
份 “ 轻 松 工 作 就 能 赚 钱 ” 的 兼
职，只需按照要求到指定账号“评
论”“点赞”，就能赚取佣金。小
陈信以为真，按照对方的指示下载
了一款App，并加入交流群。

随后，小陈根据对方指示到指
定的视频下面留言点赞，完成任务
后，他所下载的 App 上就获得了
相应积分，完成了几次小额任务
后，小陈顺利提现，“赚”到了几
十元的佣金。第二天，对方称有笔
大单，佣金很高，要求小陈购买几
件价值上千元的产品刷单，小陈毫

不迟疑地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共
消费31620元。但这次小陈并没有
提现成功，对方告诉他还需要完成
一笔 65000 元的大单，才可以提
现。小陈这才发觉自己被骗，于是
报警求助。

警方提醒：所有刷单都是诈
骗，刷单本身就是违法的。刷单诈
骗一般通过招聘网站、群聊等渠道
发布虚假兼职信息，以高额回报为
诱饵，引导受害人刷单汇款完成工
作任务，一开始诈骗分子会让受害
人做小额“任务”，并及时返现骗取
信任，之后让受害人做大额“任
务 ”，以“ 任 务 未 完 成 ”“ 网 络 故
障”等为借口让受害人不断“做任
务”，但不再返现，最终达到诈骗目
的。大家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不
要贪图便宜、心存侥幸，让不法分
子有机可乘。大家若需兼职，应通
过正规渠道，千万不要缴纳任何违
约金、保证金、解冻金等，切莫陷
入“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0后”小段因生活拮据，想
在网上寻找兼职赚取生活费。她在
网 上 发 现 一 条 “ 来 钱 快 ” 的 途
径，对方告知小段只需提供一张银
行卡“过账”便有好处费。小段对
此曾有过怀疑，但对方坚持称不违
法，而且每次“过账”均有几百元
到几千元不等的“好处费”。小段
便根据对方指示将自己的银行卡和
手机银行提供给专人进行操作，分
别支取到账现金两次。经查，小段

名下卡内涉诈“过账”3万元，并
获利 1200 元，其行为已涉嫌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简称帮信罪）。

警方提醒：帮信罪作为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为
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泛滥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买卖、租借“两
卡 ” 均 属 于 违 法 行 为 ， 生 财 有
道，切勿以身试法！不要轻易将自
己 的 电 话 卡 、 银 行 卡 等 交 给 他
人，勿贪小便宜，莫赚不义财。

学 生 在 暑 假 兼 职 过 程
中，一定要牢记：对于任何需
要先交钱的工作，都要果断拒
绝，不要轻信对方的套路，同
时更要坚信，天下没有免费的
午餐，更不会天上掉馅饼。

1. 打工或者兼职时，大家
尽量选择正规的劳务公司，看
清楚招聘公司是否进行了工商
注册，一定要签订具有法律效
应的“中介”协议。

2. 即使是在网上找兼职工
作，大家也要实地考察清楚再做
决定，不要轻信网上的“刷单”兼

职，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3. 大家要警惕试用期无工

资、工资低，转正后工资很高
的职位，打听清楚转正情况再
做决定。

4. 大 家 要 保 护 好 个 人 信
息，不要将身份证、学生证等
证件抵押给外人。一旦发现被
骗，大家不要选择妥协，息事
宁人，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
报 警 ， 提 供 线 索 。 暑 假 期
间，大家一定要学会自我保
护，提高反诈意识，守护好自
己的“钱袋子”。

如何防范兼职诈骗？

大学生“兼职”被骗3万元

“高收入”兼职，掉入“帮信”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