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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中介需谨慎，小心被忽悠
部门提醒：在校大学生求职应找正规中介，小广告不靠谱，让交押金更得小心

到底如何辨别黑中介，避免学生
求职被骗？对此，记者咨询了烟台市
监察处副处长于鲲和烟台市劳动就
业办公室科长邱峰。

两位称，正规的中介公司需要有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和工商部门颁
发的营业执照。中介只能收取中介
费，又称职业介绍费，而且必须明码
标价，押金、服装费等都不可以收。至
于用人单位，不能收取应聘者任何费
用。

在校学生应加强防范，求职时应
尽量到中介办公场所查看是否具有
相关证件，而且中介公司介绍工作时
应开介绍信，求职学生缴纳中介费需
索要发票或收据。

据了解，烟台市相关部门审批通
过的中介公司共有60多个。另外，烟
台县市的人才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
属公办中介机构都不收费。周一至周
五面向大学生开放，搭建就业平台，
这也是学生求职的选择之一。

同时，于鲲处长和邱峰科长提醒
广大在校大学生，求职时不要相信街
头广告，建议求职时学校把关。因为
在校学生不属于劳动者，可以不签劳
动合同。如果学生求职被骗，可以到
工商部门、人社部门或公安部门反
映。如果签署了三方协议，可按协议
办，也可走诉讼程序。

部门说法>>

求职可到

公办中介机构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曲
彦霖 见习记者 金夏瑞
实习生 牛俊梅 赵雁宾 )

罐头厂、包装厂、服装厂、促
销员、酒店服务员……每逢
暑假，各大院校餐厅、宿舍公
示栏和校内外显眼的地方都
少不了层层叠叠的招聘小广
告。近日，不少通过小广告或
中介公司找兼职的在校大学
生都反映被骗了。相关部门
称，小广告不靠谱，求职应找
正规中介公司。

学校公示栏被清了又清，
暑期招聘广告却是贴了又贴。
烟台大学、鲁东大学等烟台各
高校都成了这些招聘广告的投
放重地。

每逢寒暑假校园便会掀
起“兼职热潮”，不少学生选
择兼职打发假期，积累社会
经验，但同时也有不少非法
中介趁虚而入，让这群防范
意识不强的在校大学生陷入
纠纷。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在
宿舍楼下公示牌、餐厅外、校
门口，甚至校园网站都是招
聘信息。不少学生驻足查看、
上网讨论。记者在一则招聘广
告中看到，水果厂、食品厂、印
刷厂、纺织厂、水产厂、罐头厂、
包装厂、电子厂、服装厂、促销
员、店员、酒店服务员等应有
尽有，月薪没有低于 1 5 0 0元

的，最高的能达到 3000元，而
另一则中介打出的招聘广告
中，写着工资待遇保底2 8 0 0-
4000元，还承诺食宿全免，却没
有提及中介费。

“高薪”、“免食宿”等一些
丰厚条件都是让大学生求职时
降低警惕免疫力的必杀技。“这
些单位条件还不错，可以试

试。”站在公示栏前查看招聘信
息的学生小于说。

“我今年选择在亲戚家
开的店里帮忙。”大二学生小
吕说，这是从经验中总结的
教训，尽管工资低些，但干得
放心。原来，大一时小吕也被
招聘信息里的条件吸引，可
到 工 厂 一 看 却 不 是 那 么 回

事 ，一 分 钱 没 挣 ，反 倒 贴 了
100元中介费。

相关部门提醒，小广告不
靠谱，求职需找正规中介公司。
要有查看对方营业执照的意
识，有合同书未必可靠，但一定
要保留好合同书。建议在校大
学生求职时，可到公办中介机
构。

针对在校学生求职屡屡被骗现
状，记者咨询了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
的姜兆良律师和山东同济律师事务
所王智光律师。

姜兆良律师提醒在校大学生，察
觉自己上当后，一定要马上报警，不
要试图自己解决。他建议：收中介费
时要谨慎对待；有合同书未必可靠，
但一定要保留好合同书。

姜兆良建议大学生假期求职时，
务必找有良好商业信用的企业；在中
介方面，应找有固定营业点，且有营
业执照的正规中介，不要觉得有合同
就很正式，在这类犯罪行为中，合同
只是诈骗的道具。即便跟黑中介签了
合同，如果他们一走了之，这些合同
也就没有什么效用了。王智光律师
称，一般来说，凡是到校园内贴小广
告招工的都是尚未在工商局注册的
单位，有些甚至是诈骗团伙。

王智光律师建议大学生在寻找
工作，包括寻找兼职的过程中，尽量
与用工单位签订一份书面的合同或
者协议。合同中应当写明单位名称、
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以及工资等基本
事项。需要注意的是，未满18岁的学
生无法签订劳动合同。

需注意，诈骗金额小于2000元可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大于
2000元的上升为刑事犯罪。

律师说法>>

合同只是

诈骗的道具“烟台各大电子厂、服装
厂、食品厂、包装厂招工，月薪
3500以上，工作轻松，住宿环境
优越。”小李指着广告上的招聘
信息告诉记者，看到这么“优
厚”的待遇，她和舍友一下就心
动了。

6月 2 6日，小李联系了中
介，对方称要先报名才能分配
岗位，三天后，她们与中介约定
见面。“当时他手里拿了一摞合
同书，上面都有签名、手印，还
有公司的盖章。”小李说，当时
中介说已经有30多个人报名，

她们一看有合同书很正式，就
答应中介各交了100元押金。舍
友小张说，因为她寒假打工时
也有交押金的经历，工作结束
后公司全额退款，就没多想。

同校学生小王和舍友3人
是一周前报的名，当时一听食

宿全免，就赶紧交了1 0 0元押
金，没去过中介公司，也没去过
打工的工厂。交上押金后，她们
一直发短信问中介何时上班，
每次中介都答复等人齐了统一
安排。没想到几天后，中介的电
话突然打不通了。

学生讲述>>

事件一：“高薪”工作未到手，反被骗去100元

这两天，原本乐呵呵等着
暑假去电子厂兼职的烟台大学
大二学生小刘和小李，收到了
负责招工的校园代理发来的一
条飞信，告知他们的计划泡汤
了。小刘和小李很懊恼，工作得

重新找不说，已经交上的50元
中介费也没了。

小刘说，自己想早点到社
会去磨练，于是就从同学那里
得到了各种兼职和招工的广告
信息。小刘称，学校里有不少校

园代理，都是在校学生，本想着
都是同学会放心些，就交了50

元钱，中介承诺以后不会再收
取任何中介费。

“公司在芝罘区或开发区，
是一个电子厂。公司的名字与

地址信息我们不知道，因为代
理说还没定下来被分到哪个
厂，等确定好了会发飞信通
知。”小刘说，但让他没想到的
是，飞信收到了，却不是好消
息。

事件二：本以为校园代理放心，其实也不靠谱

曾接触过中介行业的一
位大学生告诉记者，中介公
司一边打广告招校园代理一
边招工。让学生说服学生，利
用 学 生 一 般 不 会 相 信 社 会
人，但是会相信自己人的心
理。

先给代理人看证件，再介
绍一下历年的校园代理情况，
用高收入做饵，学生一听证件
齐全，每年都有人做，还有提
成，就很高兴去做。

中介承诺只要入厂就会

把押金退还，但是到了真正入
厂的时候，又改口说厂子会
退，但最后进了工厂才知道，
中介跟工厂没关系。

校园代理也是学生兼职，
也是受害者，中介只是拿这部
分学生做幌子。

再者，很多中介都会承诺
交一部分中介费后就不需要
交其他费用，可是当这些学生

“上了钩”，就会接二连三的有
体检费、车费等很多其他费
用。

揭幕中介>>

承诺入厂退押金都是幌子

5日晚，某高校大三学生
小徐无意间看到一则高薪诚
聘网络客服的消息：不限学
历，不限工作地点，无论您是
学生还是上班族，每天只要两
三个小时，只要您能上网，日
赚百元……于是小徐添加了
招聘广告下方提供的QQ号为
好友，原来就是给商家刷信

誉，让商家赚取信誉，自己赚
得佣金。

随后，对方让小徐发送
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
账户余额等重要信息。小徐
心想，反正也没要银行卡密
码，发就发吧。发送成功后，
对方让小徐注册了某购物网
站的账号，并参照淘宝购物

的流程购买了一张价值 3 0元
的充值卡，确认收货后给出
好评。一套流程结束几分钟
后，小徐的银行卡账户就多
了32元。

这一次，他们直接让小徐
购买 8张面值为 1 0 0元的电话
充值卡，并承诺完成任务后有
53元佣金，小徐权衡后决定再

次尝试。完成后，小徐要求对
方返还 8 0 0 元卡费和 5 3 元佣
金，可他们却说因为银行的审
查程序很繁琐，所以钱要15天
以后才能到账。就在小徐火冒
三丈频繁发送QQ消息要求对
方还钱的时候，对方已经把他
拉黑，小徐的信息没有收到任
何回复。

事件三：做网络客服，一小时被骗800元

大学公告栏里贴满了各种暑期招工的启事，许多大学生从这里寻找兼职信息。 见习记者 韩逸 摄

想暑期打工的学生通常通过
这里获得信息。 见习记者 韩逸
摄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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