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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 这些骗局要当心

骗局
1

：“接待人员”偷行李
新生开学，外地学生及家长人生地不熟，骗子往往会打着“学校接待

人员”的幌子，在车站、校门口伺机行骗。 先是热情地一起照看行李，然后
“调虎离山”，一旦见新生走远马上提着行李溜之大吉。

警方提醒： 当陌生人对你过分热情时要警惕， 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
品，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骗局
2

：“学长”缴费一去不返
骗子通常会冒充“学长”“学姐”，与学生家长主动交谈骗取信任，随后

以代缴学费等为借口进行诈骗。

警方提醒：新生入学缴费务必由学生或家长自主完成，不要将财物交
由陌生人管理。

骗局
3

：“辅导员”打电话骗钱
骗子往往会趁刚开学比较混乱、 学生和家长对情况不熟悉的时候给

家长打电话，称是孩子的辅导员，孩子在校发生了事情急需用钱，从而骗
取钱财。

警方提醒： 新生在报到后要及时将在校的情况及辅导员的联系方式
告知家长，以免家长因过度担心而误入骗子圈套。

骗局
4

：冒充室友进行盗窃
刚开学，学校宿舍楼人员进出频繁，宿舍门也经常敞开着，此时极易

发生丢失财物的情况。有不少骗子会以老乡或室友为借口串宿舍，搭讪套
近乎，伺机窃取财物。

警方提醒：新生要将行李保管好，进出宿舍随手关门。 贵重物品无法
随身携带的放入橱柜并及时落锁。

骗局
5

：上门推销产品行骗
新生开学，各路推销人员蜂拥而至。 部分骗子打着推销人员的旗号，

推销各种与学习、生活相关的伪劣产品，大学生特别是新生由于缺乏生活
常识极易上当受骗。

警方提醒：不要轻信花言巧语，买东西最好到正规的商场、超市。

骗局
6

：电话骗取银行卡信息
给新生打电话，自称是教育部或校方，以返还学费、书杂费等为名，让

学生提供银行卡卡号、密码。

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首先要向学校或有关机构求证，不要轻易透
露自己的财务信息。 若发现是诈骗行为，及时报警。

骗局
7

：“热心中介”介绍兼职
骗子抓住新生对兼职充满憧憬的心理， 以介绍工作为由， 骗取介绍

费，甚至以高薪为名诱惑新生加入传销组织。

警方提醒： 学生想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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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局
8

：盗用证件办理银行卡
开学期间，同学们办理入学手续、购买生活物资等经常会使用个人证

件，骗子会以各种理由借用你的身份证件。

警方提醒： 自己的身份证等证件千万要妥善保管， 不能借给他人使
用，不能委托他人代为复印。 （据《西安日报》）

全国高校进入开学季， 针对大学新生的诈骗或将进入
“高发期”。面对这个难题，全国不少高校纷纷放招。日前，媒
体报道称，江苏东南大学大一新生入学需集体参加“防诈骗”

安全测试，

６０％

以上题目与防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有关，未
满

８０

分者需补测，直至测试合格为止，引发网友热议。 这项
测试到底效果如何？学校老师和学生对此有何看法？记者进
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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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骗考”成部分高校“开学第一考”

专家：学生应加强社会实践力，领悟社会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学校：“防骗考”评测体系逐步完善

近年来，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
案件渐呈多发高发态势。 东南大
学保卫处处长任祖平教授告诉
记者， 该校每年所有的校园案件
中， 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案件占到
了近

８０％

。

“在新生入学之前，各高校安全
工作即已展开。 比如，录取通知书随
寄安全手册， 高校自媒体平台推送
安全提醒， 高校相关部门短信提醒
学生安全事项等。 工作前移、关口前
置，是为了防范于未然。 ”江苏省教
育厅安全保卫与维护稳定处处长焦
伟说。

据任祖平介绍，东南大学“防诈

骗”安全测试已实施多年，江苏省教
育厅也组织开展“大学生安全知识竞
赛”。 “就像驾校科目一考试，我校采
取机考的方式，达

８０

分即可，不过再
考。 ”任祖平说。

据任祖平介绍，东南大学“防诈
骗”安全测试包括防骗、消防、安全
出行等多方面内容， 今年相应增加
了防电信和网络诈骗题目。 题库内
共有

１０００

道题目， 每年至少更新
２００

道题目， 每次考试按项目权重
随机从题库中抽出

１００

道题目，有
选择题和判断题两种， 已逐步形成
有教材、有题库、有考试系统，题库
不断更新的评测体系。

学生：应还“象牙塔”一片“清净地”

对于“防诈骗”安全测试，有网
友评论认为，“‘防诈骗’不能满足于
一次入学考试， 防诈骗实际应对能
力的提升，不是一日之功，需久久为
功。 ”“‘防诈骗’测试分数及格不代
表能力及格， 测试合格也不能掉以
轻心。 ”“骗局不断翻新，防骗是一场
持久战，是一生的战役。 ”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大一新
生侯力元告诉记者， 来到江苏上学
才几天， 几乎天天都能接到营销和
诈骗电话。 “我觉得学生身边的诈骗
风险很多， 中学时期这方面的教育
比较少，感觉还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防诈骗’安全测试很有必要，出题
人也应具备一定的经验， 会更有指
导价值。 ”

记者采访获悉， 南京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辅导员王天乙不仅“言
传”， 而且创新性地进行“身教”

———伪装成“骗子”去该院各新生宿
舍“行骗”，并不高明的“骗术”，却
几乎无一“失手”，令众师生愕然。

可见， 防诈骗案例学习极为重要，

大学新生自身更须提高安全意识。

该校一位大一新生说， “防骗教育
越早越好，在初高中甚至小学阶段
就可进行。 ”

专家：防骗考“初心美好”但效果难评

“防诈骗”安全测试既已实行多
年，效果如何？能否切实起效？对此，

知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周孝正表示，“防诈骗”安全测试“初
心美好”。 “大学生已是成年人，对自
身行为负有完全责任，而学校作为教
育机构，也有教育的义务。 采取必要
措施提高学生的防骗意识，正是教育
部门和各高校负责任的表现，这个方
向是对的。 ”

对于必须考到
８０

分通过为止的
规定，任祖平解释说，“大家习惯了考
试

６０

分便及格，却没有思考驾考科
目一为何必须考到

９０

分，否则必须
重考直至通过， 因为那是对生命负

责，对于不少农村地区的寒门学子来
说也是重要的‘城市生活学习’，学生
应要多参加校园实践活动，增强对社
会的感性认识，领悟社会的真实性和
复杂性，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

南京大学一位教授表示， 进行
“防诈骗”测试，高校其实是在做好
事，客观效果也很好。 “查阅资料可
以发现， 各个层次的人都可能成为
电信和网络诈骗的受害者， 一些智
商很高的人也未能幸免。 因为现在
信息泄漏严重，诈骗手段不断翻新，

花样繁多， 南大一些学生还多次接到
陌生‘领导’电话向其借钱，‘场景式诈
骗’防不胜防。 ”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