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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开学总动员

百百余余通通讯讯摊摊位位扎扎堆堆大大学学校校园园
开学之际，方便面和可乐也在校园内设了专柜

本报9月8日讯 (记者 姜
宁 ) 最近一段时间，烟台市内
各所大学集中开学，除了忙坏
了新生和家长外，很多商家也
在积极备战这一年一度的商机

“盛宴”。
9月7日是烟台多所高校新

生报到的日子，在位于莱山区的
一所高校，联通、移动、电信等通
讯运营商早早地便在校园各处
支起摊位，记者大概数了一下，
整个校园内，通讯运营商的摊位
有100多个。

除了通讯商趁着开学之际
在学校内大做文章以外，据记
者了解，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小
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方便
面、可乐等都在校园设立了专
柜。“校内原来的商户业主、校
外的商户、学校的学生都会参
与其中，从新生手中搂钱，这里
面有骗人的，也有勤工俭学的，
就看新生和新生家长如何辨别
了。”鲁东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
良忠说。

校园周围旅馆也紧盯着前
来送新生的家长。从6日下午记
者走访的情况来看，高校周边的
宾馆旅店除了提价外，还派人到
校园内内寻找目标。记者在山东
工商学院和烟台大学门口走了
一遭，就有六七个人上前询问是
否是新生、是否住宿，经过了解
记者得知，这些宾馆旅店的价格
也比往日高了近一倍。

此外，一些出租车司机也盯
上了新生入学的商机。“我们打
车从汽车站到山东工商学院，花
了将近50块钱。”一位新生表示。
而据记者了解，正常打表的话，
这段路程的价格应该不会超过
40块钱。

通讯运营商校园上演“三国杀”

“现在大学新生的手机卡市
场就像是三国演义，电信和联通
有时经常会携手应对移动。”在
中国电信供职的张先生告诉记

者，电信和联通在新生开学时都
会极力推销手机卡、3G网络等
产品，以求在市场上分一杯羹。

张先生还告诉记者，“新生
手机卡市场没有任何油水可谈，
但开学时做促销的力度比一般

时候都要大。”充100元话费送
240元或360元这类的广告已经
遍布在各个大学校园，但这并不
意味着交了100块钱就能立马拿
到240元或360元的话费，赠送的
话费一般为每月返还10元这类
的形式，而在返还话费期间，新
生使用这个手机号往往能给通
讯公司带来网络流量费等各种
增值收入。

银行来校园给新生办信用卡

烟台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营
业部主任告诉记者，每年开学的
时候，有一些银行会到校园内给
新生开办信用卡。“以往有新生拿
着入学通知书就能办出信用卡。”

而一些大学生也证实了这
一点，在新生入学的时候会有银
行向新生推销信用卡。记者联系
多家银行了解到，现在大学生原

则上不能够办理信用卡，但是如
果能提供稳定的收入证明，还是
可以的，不过现在的大学生基本
不会有稳定的收入。

“如果家长真的想为孩子办
张信用卡，可以先给自己办一张
主卡，然后给孩子办一张副卡，
这样，孩子的还款能力就有了保
障。”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推销100元学习报可提成35元

“一般原价100元一年的教辅
类报纸，销售人员卖一份就能赚
35块钱，如果能忽悠几十个人订
报，那就能赚到上千块钱。”一位
学生告诉记者。而一些大二、大三
的学生则告诉记者，以前被忽悠订
的报纸基本成了摆设，且不说内
容很多都是粗制滥造，而且经常
送着送着就不送了，订了一年的

报纸甚至几个月后就收不到了。
对此，鲁东大学商学院副院

长刘良忠教授称，新生在入学
后，最好在第一时间阅读新生手
册，在了解学校的情况之外，能
够了解以前新生经历过的骗术，
在购物的时候，最好不要相信那
些上门推销的小贩，更不要贪小
便宜。 本报记者 姜宁

新闻延伸

遇遇到到““热热心心肠肠””，，新新生生最最好好防防着着点点
推销者惯用这些伎俩，新生切莫上当

本报记者 李静

新生报到时，不少学生和家长都遇到了各种形式的推销，在商家热情的“攻势”下，很多新生买了一堆用不着的东
西。“说实话，我们刚来时也买了不少东西，现在才明白很多东西根本用不着，真是一本‘血泪账’。”烟台大学环境境与材
料工程学院的大二学生欧龙生说，新生们一定要小心商家的推销，做好警惕和防范。

主动嘘寒问暖

让人难以拒绝
手段：推销人员主动对

新生“嘘寒问暖”，叮嘱一些
生活、学习中的注意事项，拉
近与新生的距离。在取得新
生的信任后，推销人员就会
向他们推销商品。

大学生新生入学后，都要有
一段适应时间。各商家也抓住这
个机会，主动对新生“嘘寒问暖、
关爱有加”。推销者主动走进宿
舍，对新生叮嘱一些生活、学习
中的注意事项，拉近与新生的距
离，在取得新生的信任后，推销
者就会显现出真正的目的：推销
产品。不少涉世未深的大学新生
碍于情面，便“不得不”购买他们
推销的商品。

欧龙生回忆，当时有几个学
长去寝室看他们，嘘寒问暖，还
表示有什么困难尽管去找学长，
他们一定尽量帮忙。聊了10多分
钟后，学长们告诉欧龙生，大学
期间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他们
刚好认识一个英语培训班的负
责人，报名时可以优惠。最后欧
龙生花了120元钱报了培训班。

“最后才知道，培训班根本就没
有用。”

欧龙生说，新生在面对“热
心人”的推销时，一定要有自己
的主见。

欧龙生说，去年大一时，他
刚报到不久，就有人来到寝室
进行推销。“记得当时有一个人
来向我们推销运动鞋，他说这
些鞋是厂家直销，原价都在三
四百元，最后 7 0块钱就卖给我
们了。”

欧龙生介绍说，当时推销
人员称他们的鞋是厂家直销

的，原价都是4 0 0多元，员工为
增 加 业 绩 ，所 以 进 行 低 价 出
售，质量没有问题。经过了一
番讨价还价，最后推销人员以

“赔本价”7 0元一双把鞋卖给
他们。

“后来穿了才知道，这鞋
根本不是什么正品货，舒适度
和质量都差远了。”欧龙生说，

每年刚开学的时候，都有不少
商家打着“厂家直销”、“内部
渠道”等幌子，拿假冒产品充
当名牌正品，以低价吸引学生
购买。

遇到这样的推销，新生们
一定要提高警惕，最好的预防
方法就是不要听他们的花言
巧语，直接将他们拒之门外。

打着“直销低价”牌，专门卖假冒产品

“你老家是哪里的？”“贵州
的。”“真的啊？我也是，咱俩是
老乡。”这是新生报到时经常会
发生的对话。不少大学新生来到
陌生的大学校园，见到老乡以后
就会放松警惕。“老乡”们则利
用新生的这一心理，与新生套
近乎，在新生的防备心理放松
后，要么推销商品，要么骗取钱
财。欧龙生告诉记者，他的室友
去年就遭遇了这么一件事。

“那个人最后骗走了我室
友的手机和4 0 0元钱。”欧龙生
说，当时也是刚来报到的那天，
有个人问我室友老家是哪里
的，室友就说是贵州的，那个人
说好巧，他们是老乡。

后来两个人就聊起来。聊了
一会儿后，那人说自己的手机没
电了，要借欧龙生室友的手机用
一下，打了一个电话后，那人说
要借800元钱急用，欧龙生的室

友说只有400元，那人就拿着400

元钱上楼了，说一会儿就下来还
钱。“最后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人
影。”

欧龙生告诉记者，随后他陪
室友去报了警，警卫室的工作人
员说，这样的事太多了，一天能
接好多起，很多都是被“老乡”坑
了。警卫室的工作人员提醒，一
定要警惕陌生人，对主动上前套
近乎的“老乡”更要提高警惕。

冒充老乡套近乎，骗你钱财没商量

手段：推销者声称所
售商品为“厂家低价直
销”、“内部渠道进货”、“质
量没有问题”，拿假冒产品
充当名牌正品，以较低的
价格吸引新生购买。

手段：有人利用大学
新生见到老乡后就会放松
警惕的心理，冒充新生的
老乡，与他们套近乎，在取
得信任后，要么向新生推
销商品，要么骗取钱财。

“厂家直销”防防

“老乡”搭讪防防

过分热情防防

9月6日，不少家长和学生在大学校园内选购生活用品。
本报记者 姜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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