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可千万别被这样骗
马上又到开学季，一群大学新生即将踏上自己的大学校园，大学新生刚迈进大学校园充满着好奇，也正

是因为社会生活阅历浅薄，经常成为骗子下手的对象。每年开学季，很多高校都会发生新生被骗的悲剧，因
此为各位新生揭露骗子常见花招，希望广大新生能提高防骗意识，见招拆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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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之初开学之初，，山东即将踏入大学的山东即将踏入大学的
1818 岁临沂罗庄岁临沂罗庄女孩徐玉玉接到一通
陌生电话，对方声称有一笔 2600 元
助学金要发放给她。由于前一天的
确曾接到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
知，她当时并没有怀疑电话的真伪。
按 对 方 要 求 ，她 将 准 备 交 学 费 的

9900 元打入了骗子提供的账号。发
现被骗后，徐玉玉万分难过，当晚就
和家人去派出所报案。回家路上，因
为心理负担严重徐玉玉突然晕厥，最
终导致心脏骤停，虽经医院全力抢
救，但仍不幸于21日离世。

提醒：骗子能利用电信工具进行

诈骗必须先有被骗者的信息，提醒新

生保护好个人隐私，不轻易透露自己

的电话号码以及父母的身份信息。

另一方面我们要时刻提高防骗意识，

接到涉及人身财产问题的电话反复

核实对方身份，提前了解学校官网电

话，遇到费用问题先咨询学校。

去年开学，合肥某高校学生小方
（化名）在开学报到时在校园内行李物
品被“接待人员”全部骗取。开学第一
天小方在校门口遇到三个戴着“新生
接待人员”胸牌的男孩问他是不是来
报到的，并问他是哪个院系，毫不设防
的小方和母亲如实相告。其中一个男
孩说，宿舍楼和院系的新生登记处离

得比较远，拿着行李去不方便，就让另
外两人在校门口看管皮箱，他则带小
方他们去登记。小李和母亲高兴地跟
着男孩去院系门口登记，不一会儿，男
孩说想上厕所，可小李和母亲等了很
久，都没见男孩回来，小李进厕所一
看，人早没了。小李和母亲回到学校
门口，行李已不见踪影。

提醒：新生面对陌生的环境容易

轻信他人，而骗子正是利用这一点对新

生下手，以“接待员”、“学姐学长”“老

师”等“熟人”身份获得新生的信任感从

而实施作案，新生要仔细辨别，不要相

信过于热情的陌生人，重要的东西一定

要随身携带，千万不要将财产物品交给

陌生人，报名交费一定要亲自办理。

骗子进入寝室推销英语报纸、文
具用品等假货的手段已不足为奇，近
些年推销骗局又出新手段。根据合
肥某高校学生小丽（化名）讲述，去年
小丽的朋友在寝室遇到一名 20 多岁
的女子，拎着两个大袋子来到宿舍，

自称是某文具产品代理商，毕业于该
校市场营销专业，考虑到大学生挣钱
难，特意为学妹们创造勤工俭学机
会，在聘用该产品的学生代理。在
她的动员下，小丽朋友和宿舍 3 名女
生花 600 多元从她手中进货。对方

走后，她们才发现留下的东西都是
假货。

提醒：面对上门推销的人，要保

持自己的理智，不要贪图便宜被推销

人员“口吐莲花”忽悠住，同时也要注

意人身安全，及时报告宿管。

案例：寝室诈骗

在走访时得知，有些骗子在寝室进
行诈骗。“等我回来，寝室被翻的一片狼
藉，我放在包里的钱包也被翻走了。”合
肥某高校15届新生蓉蓉（化名）说道。
蓉蓉去年一个人来学校报到。进宿舍
后不久，有个女孩进来，说自己也是住
这个寝室的学生。过了一会儿，蓉蓉想
出去买点东西，邀她同往，她说还要等
着父母，于是蓉蓉独自走了。等蓉蓉回
来后，“室友”已不知去向，蓉蓉的包被
翻开，包内的现金也不见了。

提醒：在寝室要养成随手落锁的

习惯，开学之初一定要向宿管了解自

己室友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案例：兼职诈骗

根据某高校学生小杨（化名）爆
料，去年开学，小杨在校园内看见免费
提供兼职服务平台的广告，便去应
聘。对方口头上答应为他找个轻松又
能赚钱的兼职，提出要他交纳几百元
押金，合同解除后那些押金会退还。
小杨交了 50 元报名费及 200 元保证
金，对方让他等候通知。半个月过去
了，小杨再去打听，已人去楼空。

提醒：学生想利用课余做兼职，应

聘时一定要查看对方资质，应聘过程

中遇到索要身份证、交押金保证金者，

立即转身走人。按照国家规定，用人

单位不应收取任何费用，凡有收费都

视作违法。

案例：电话诈骗

案例：接待诈骗

案例：推销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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