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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调查发现，针对大学生的暑期兼职
陷阱五花八门，通过梳理，有两类情况比较常
见：一类是大学生被诈骗分子利用，充当诈
骗工具。另一类常见的兼职陷阱，是诈骗分
子打着兼职招聘的噱头，以刷单或收取管理
费的名义对大学生实施诈骗。
　　7月下旬，在湖北上学的大二女生陈欣
怡突然接到学校派出所打来的电话，通知
她名下一张手机卡涉嫌诈骗，需要配合
调查。
　　在警察的询问下，陈欣怡想起自己不久
前做过一份群发广告短信的“兼职”。“那
个时候才知道是被人利用了。”陈欣怡说。
在公安局，她还看到两名把自己的银行账户
出借给诈骗分子洗钱的大学生。“警察告诉
我，暑假期间很多大学生都被骗了，有人因
为情况比较严重还被拘留了。”
  陈欣怡是在学校“校园墙”上看到的兼
职招聘信息，对方声称只需群发普通的广告
短信给指定用户，便可获得不错的报酬。出
于对“校园墙”的信任，陈欣怡并未多想，
按照骗子的要求向几十个电话号码群发了内
容为“添加QQ：××××”的短信。可没过
几分钟，她便收到了运营商发来的停机短
信，提醒她手机出现异常使用情况，可能被
不法分子利用从事违法违规行为。
　　如今，还出现了一种名为“手机口”的

兼职诈骗，骗子盯上的不是大学生的钱财，
而是他们的电话卡。完成这种骗术需要两部
手机，一部手机与所谓的客服保持通话，另
一部手机则按照客服的指令拨打他们提供的
电话号码，电话接通后，客服便开始实施诈
骗。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诈骗分子想要
利用大学生的手机号降低被骗者的防备心；
二是诈骗分子隐藏于网络之后，行骗更加隐
蔽。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有人上当受骗，打
电话的大学生便难逃干系。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了一种名为“代发
图文”的兼职形式。发布方添加了记者的联
系方式后，试图以每单100元的价格诱导记者
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淫秽色情信息，为色情
网站提供吸粉引流服务。在网上，记者发现
有不少大学生因参与此类兼职，导致账号
被封。
　　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
法律研究会主任刘纪伟律师表示，在此类兼
职陷阱中，大学生虽然只充当了“传话筒”
或“信鸽”的中介作用，但是一旦有人上当
受骗，情节严重的，参与其中的大学生便可
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刘纪伟说：“帮信罪中的各类犯罪行为
都是由诈骗衍生而来的，都属于诈骗中的下
游活动。大学生被判帮信罪，轻则留下案
底，重则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上海读研的“00后”女生张妍最近
就被卷入了一场骗局当中。她在某社交平
台上翻看暑假兼职热帖时，评论区下方一
则兼职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通过招
聘信息上的联系方式加入兼职群后，她向
管理员发送了自己的芝麻信用分截图以及
花呗额度截图，通过审核后，张妍马上接
到了任务——— 为某知名游乐园刷好评。管
理员还“贴心”地为她组建起单独的新人
指导小群。
　　对方声称在刷单的最后一步点击“确认
支付”时，支付宝会跳转至企业代付页面。
但张妍在实际操作中，点击“确认支付”后
交易完成，她的支付宝账户被直接扣款。对
方指责张妍是操作失误才导致个人账户钱款
被扣，随后以帮助她退票为由，让张妍将购
买好的门票订单信息截图发送给他。同时对
方要求张妍下载某会议软件，试图引导张妍
打开屏幕共享。

　　事后，张妍从其他受害者那里了解到，
若是将门票订单信息截图发送给对方，对方
会以极快的速度将乐园门票挂到二手平台出
售。而下载的会议软件，一旦开启屏幕共
享，诈骗分子会立刻套取你的个人信息，转
走账户中所有的钱。
　　刘纪伟提醒大学生，所谓的刷单炒信等
均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者构成非法
经营罪。
　　除了刷单这种常见的诈骗套路，还有一
些诈骗团伙伪装成正规公司招收暑假实习
生，在实习前以各种名目向大学生收取实习
管理费，之后便拿钱跑路。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
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相关规定：高校
和实习企业不得违规向学生收取费用，不得
扣押学生财物和证件。
  刘纪伟说：“任何以实习名义收取实习
费、管理费的要求都不合法。”

  每年寒暑假，很多大学生都忙着找各类兼职工作，诈骗分子也
没有闲着。近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发布了5种常见兼职诈骗套路，
包括帮助诈骗分子取现、冒充客服电话引流、线下推广引流等，不
少大学生掉入陷阱。业内人士提醒，大学生在寻找兼职中不要存在
侥幸、想贪小便宜赚快钱的心理，一旦被骗及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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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兼职 小心沦为骗子的“工具人”

　　为何总有大学生上当受骗？在刘纪伟看来，
一方面是诈骗团伙的骗术在互联网通信技术、人
工智能技术的包装下更加巧妙、隐蔽，另一方
面，他们利用了部分大学生在寻找兼职中存在的
盲目自信、侥幸、想贪小便宜赚快钱的心理。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兼职群往往会打
着知名公司的名头，让受骗者误以为他们都是官
方设立的兼职平台。在记者入群后，管理员便不
断地在群里发布“实时剩余兼职名额数”，营造
出一种“机不可失”的假象。
　　在记者“抢”到任务后，诈骗分子同样为记
者组建了新人指导小群，并附上详细的操作演示
流程视频。当记者质疑对方身份时，对方直接甩
出一张手持身份证的照片以及一张国内某互联网
公司的工作证，告诉记者：“我不需要你相信
我，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我把名额放出去，到
处有人找我做。”
　　记者随后致电工作证上显示的某互联网公
司，客服表示：“工作证上的工号信息系伪造。
刷单行为是我们严厉打击的，更不会组织兼职群
号召大家刷单。若是遇到有人通过QQ、微信、电
话等方式联系刷单，一律不要相信。”
　　刘纪伟说：“现在的伪造技术非常高明。大
学生在兼职时，一定要多留意，拿不准就去网上
搜索，或者询问家人、朋友，还可以上网咨询做
公益服务的律师。”
　　要想不落入兼职陷阱，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守
住个人信息这条底线。
　　“帮信罪是骗取你的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对他
人实施诈骗；而在刷单等兼职陷阱中，则是通过
各种方式套取你的银行卡号及密码将钱转走。无
论诈骗形式多么五花八门，诈骗分子的目标最终
都会指向你的个人信息。”刘纪伟提醒，在兼职
中，当对方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号及密码等个人信
息时，就应该警惕了。
　　其次，发现自己被骗或者牵扯进某些诈骗案
件，千万不要慌乱，及时报警可以避免自己越陷
越深。
　　除此之外，被骗后不要轻易放弃追回财产损
失。最重要的是不能自暴自弃、就此认栽。
　　刘纪伟也提醒大学生们，劳动的付出与收获
都是对等的。暑期应该尽量寻找一些与自己专业
对口的、能够提升能力的兼职，这样的工作干起
来心里踏实，被骗的概率也比较小。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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