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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发布假招聘广告 布置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变相收钱 低价招实习生

警方揭秘暑期招工四大骗局
本报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徐国涛

暑期来临，不少大学生放假期间选择打工作为增加社会经验的途经。为保证学
生打工期间的安全，减少上当受骗的几率，12日，记者采访了泰安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副支队长田茂金。田茂金介绍，总结近年来的诈骗案件，暑期针对学生的招工骗
局主要有发布网络虚假广告、安排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打着招聘旗号收钱，低价招
实习生等四大类型。

骗局一：发布虚假招聘广告
田茂金副支队长向记者举

了一个案例，某高校学生小韩在
网上看到一则招聘网络代理的
广告，对方称只要交 500 元，就
可以拥有自己的代理网站，而且
报酬丰厚。只要成功卖掉代理产
品，即可提成 30%。与对方电话
联系确定代理事宜后，7 月 3

日，小韩按广告中的提示，到银
行汇了 500 元。汇款后小韩再次
上网，却发现之前的代理网页再
也找不到了。

田茂金称，现在网络已经成
为大学生找工作的重要平台，但
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很多，社会经
验少、防范意识不强的学生很容

易受骗。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以高
额回报、快速致富为诱饵，诱骗
求职学生加入非法传销组织。

针对这种骗局，田茂金提醒
广大学生在网上找暑期兼职工
作时要格外小心。如遇先要求汇
钱交保证金等情况，千万不能相
信。

骗局二：工作根本不可能完成
“近几年，发生了许多以

招聘十字绣工人名义实施诈
骗的案例，其实这是一个骗
局，对方给大学生提供的工作
完全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田茂金说。

泰安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民警介绍，前不久就发生了一
起大学生受骗的案例，大一学

生小赵听说有公司招聘绣十
字绣工人的消息后前去应聘。
在缴纳了 150 元的押金后，该
公司便交给她一幅十字绣绣
品，并称完成一幅作品就可获
得报酬 300 元，但绣品必须在
两天内完成，完成不了再电话
商量。

接到任务后的小赵回到

家后，便开始没日没夜地绣制
作品，可是眼看交货的时间到
了，她才完成了工作的一半。
小赵于是打电话给对方负责
人协商，负责人却说：“顾客正
在等你货呢，你耽误了我的大
事了。”押金和报酬就这样打
了水漂，小赵才恍然大悟自己
上当了。

田茂金告诉记者，该类骗
局的共同点在于诈骗方总是
先给人一种可靠的印象，等应
聘者缴纳了各种名目的费用
后，就给求职者一份无法在期
限内完成的工作。其目的只有
一个，让学生知难而退，逼他
们自动放弃，然后将责任推到
学生身上。

骗局三：打着招聘旗号收钱
某高校大三学生小方和舍友

通过一家职介所找到了工作，该
职介所给他们介绍了一家公司，
招收送货员、收银员、营业员等职
位，月薪 1200 元，包吃包住。小方
与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工

作人员提出，必须交 30 元的“社
会保障金”，还要交150 元的“岗位
押金”。谁知签约后第二天，“酒店
经理”再次以缴纳服装押金为名
收取小方 500 元现金，直到这时，
小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田茂金说，许多黑中介、黑
公司抓住应聘者找工作心情急
迫而又对该领域工作不熟悉的
弱点，在许诺高薪工作后，以收
取岗位押金、服装押金等名义骗
取钱财。田茂金提醒广大学生，

不要相信路边贴的招工广告。所
谓的“押金”、“保证金”、“社保
金”多半是骗人的。需要注意的
是，用人单位不能以任何形式收
取押金或风险抵押金等不合理
的费用，更不能扣押有效证件。

骗局四：低价招收实习生
田茂金说，治安支队民

警曾接到大学生报警称，用
人单位以高薪招聘为名将他
们招到单位做实习生,试用
期间待遇很差。单位声称实
习生试用一段时间后就能留
下，但试用期过后却告知不
能够留用。对待此类骗局，学
生要注意签订书面合同，并
保存好相关证据。

田茂金说，女生暑期做
兼职时要格外注意，有不法
人员利用招聘骗钱骗色，这
类陷阱多发生在招聘家教或
文秘。有的女生与对方约见
时，不加考虑就去会见，有时
会遇到危险。

女生暑期打工一定注意
安全，接受面试或约见时最
好结伴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