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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1580支笔芯缩水成 250支
三名大一女生生活费没赚成，还搭进去 1000多元

本报泰安 11月 30日讯(记者 侯
艳艳 路冉冉) 大一学生张丽和同
宿舍的两名女生本想通过代卖小商
品，赚取大学生活费，没想到却被人骗
了 1000 多元钱。

11 月 24 日下午 6 点左右，一名
二十六七岁的女子手提一大包东西
敲开泰山学院大一学生张丽所宿舍
的门。“同学你好，请问你们是大一
的吗？”女子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说。张丽和舍友连连点头。“请问你
们想做兼职赚点生活费吗？”女子的
话吸引了张丽和舍友的注意。“我是
某品牌文具的泰安代理商，负责向
泰安各大超市送文具。今天带来的
是我给超市送货时扣下的赠品，想
便宜点处理掉。”女子边说边从袋子
里取出笔记本、台灯、雨伞、万能充
电器等“赠品”。“看这些本子，超市
能卖四五块钱一个，还有雨伞和台
灯，能卖一二十块呢，现在这些东西
统统 8 毛。”张丽当时算了一下，七
八个本子零售价约在三十块左右，
加上台灯、雨伞等物品，商品总价值
有七八十块钱，但现在还不到 10 块
钱。

女子声称，更实惠的东西还在后
面，她随即拿出了四盒中性笔芯。“这
里还有各种笔芯，都可按原批发价的
一半卖给你们，细的 5 毛两支，粗的 8
毛两支。不仅如此，1580 支一盒的每
盒只按 1500 支收钱，480 支的只按
420 支收钱。”女子说，“如果不是赠
品，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看你们大学
生赚钱不容易，才把赚钱的机会给你
们。”

张丽说，她和同学看到盒里的笔
芯是名牌的，每支零售价都在 1 元左
右，“我们经过计算得出结论，每人花
三百多元就能赚回原来两三倍的钱。”
最终，3 人以 1040 元的价格买下四盒
笔芯和其他商品。为了方便日后联系，
女子还给张丽留下联系地址和联系电
话。“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有个别笔
芯不好用可以按这个地址到文具店进
行调货。”女子说完这番话，收取了三
人凑在一起的 1040 元钱后，离开了宿
舍。

当天晚上 10 点，张丽和舍友聊
天，商量怎么卖这批笔芯。“我觉得不
对劲，前面所有赠品才几块钱，怎么一
盒笔芯就花了我们好几百块？这些笔
芯有 1000 多支，你们觉得盒子是不是
有点小呢？”张丽的舍友说着，就拿出
笔芯数起来。

不数不知道，一屋人傻了眼：一
盒笔芯竟然只有 250 支！张丽立即
抽出一支笔芯，在本子上划了几下，
没一会儿功夫，笔芯就不出水了。三
名大学生这才意识到被骗，立即拨
打女子电话。“电话拨通后，女子听
到是我，就扣掉了电话，后来再打，
就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张丽说。

记者根据张丽提供的号码，拨
打该女子的电话，发现电话已经停
机。

张丽说，后来她和同学对比发现，他们买的盒装笔芯不仅在外盒上与真品差异
极大，笔芯杆外的印刷图案也比真品粗糙。

与张丽同样受骗的大学生张扩告诉记者，当时他和同学购买了价值 800多元
的商品，最后给了出售者 400 多元钱。“当时觉得还沾光了，没想到笔芯根本没法
用。”

本想图便宜买下笔芯再出售，没想到买到的笔芯大部分是劣质品，大学生们只
好把笔芯赠与同学或干脆自己拿来用。心理专家分析，大学生频频受骗是因为骗子
抓住了大一学生的心理弱点。

心理专家张兆凤分析，不少大学生虽然生理年龄已经成人，但心理年龄还不成
熟。骗子一开始出售的物品便宜得让人惊讶，这个开始的“惊讶”，就是骗子击破大
学生心理防线的重要工具，也是所有骗子惯用的招数。如果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他
也会惊讶，但是他会冷静地想一想，这是真的吗？后面有什么陷阱吗？

另外，大一学生刚刚进入大学，想通过自己赚钱来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但
这一心理特点也正好为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格专家观点

图便宜是根源

与张丽的遭遇一样，泰城不少大一学生
都被人用同样的手段欺骗。

记者从泰山学院警卫处了解到，今年 9 月
份以来，学校已经发生了多起利用低价销售
笔芯骗大一新生的事情。张丽所在的服装系，
发生了两起类似的事情。该校经管系的 6 名大
一学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被骗现金达
1000 余元。10 月份，学校保卫处人员在校园里
抓获两名行骗的女子。

无独有偶，泰山医学院也发生了类似被
骗事件，保卫处还成功逮住了几名骗子。泰山
医学院保卫处的张处长介绍，骗子团伙 2004
年就出现在学校，他们采用的欺骗手段都如
出一辙。“这些骗子大多是女子，年龄约在 20
多岁，打扮与普通大学生无异。”张处长说，他
们这样是为了能在出入学校和宿舍楼时，防
止被学校保卫人员和宿舍管理员发现。“他们
说话都带有湖南口音，而且行骗手段十分类
似，我们判断他们极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团
伙。”张处长说，他们欺骗的群体主要是大一
新生，行骗时间一般集中于新生开学后的两
三个月内，主要以售卖数量严重不足的劣质
中性笔芯赚取高额利润。

“2008 年以前，每年学生的受骗总金额都
超过 1 万元。2008 年秋季至今，学校通过把守
多个关口，严查外来人员等，使学生每年的受
骗总金额下降到 2000 元左右，今年已经在校
内外拦截了七名出售笔芯的青年。”张处长
说，学校在校门口设立无障碍通道，学生出入
须打卡，这有效阻止了骗子进入学校。

张处长介绍，他们曾在校园里堵截了两
个骗子，但留他们半天后，只能无奈地放他
们离开。“这类欺骗行为没有构成诈骗，在治
安处罚上不好定性，而且他们在行骗后才抓
到他们，他们身上往往也不会携带有效身份
证件，这些都造成这类案件的屡禁不止。”张
处长说。

格延伸调查

“你是大一学生吗？”

听到这话要当心了

一名受骗的大学生展示买到的中性笔芯。本报记者 侯艳艳 摄

连续发生的多起高校大一学生受骗事件，
都是发生在学生公寓内。这些骗子是如何避开
楼管人员“混”进学生公寓的？

泰山学院、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泰安校区的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陌生人进出
公寓需登记、公寓管理人员 24 小时值班。“但
是人力、物力确实有限，学生太多了，尤其是上
课、下课的时间段，比如中午和晚上，学生扎堆
进出公寓时，很容易混进陌生人员，而学生这
方面的意识又差，发现陌生人员也从不上报，
甚至还存在贪便宜的心理，因此就很难避免上
当受骗的现象发生。”泰山学院工作人员表示。

本报记者 路冉冉 侯艳艳

进出宿舍楼

监管有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