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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通知诈骗
不法分子故意混淆网

络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
试、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
高等学历教育的区别，给
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蒙
骗考生和家长，招揽生源，
骗取钱财。此外，不法分子
还会冒充学校给手机上发

送含钓鱼链接的开学通知

书和课程之类的诈骗短

信， 一旦点开以后就会被
植入木马病毒。

提醒：收到不明信件
定要仔细查看，必要时拨
打教育部门及学校官方

网站的电话确认。

开学报到，警惕以下两种人
1. 警惕代管行李，尽

量少带贵重物品

开学前后，校园里人
员出入较多，容易发生物
品丢失现象 。 笔记本电
脑、相机等贵重物品尽量
少带（或者不带），报到注
册完成后找个适当的时

间，托人带来或邮寄都可
以， 切勿托陌生人看管，
这样可以尽可能减少钱

物被骗的机率。
提醒：物品不要轻易

离身；延后将行李寄到学
校，以免丢失。 新生报到
时学校会配有专门的志

愿者队伍，请大家务必确
认清楚志愿者身份。

2. 警惕黑车揽客，切
勿乘坐

学生报道携带大量

行李，可能会有打车的需
求。 许多新生初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极有可能被
一些黑车车主招揽。 一些
别有用心的车主，会用套
牌车以低价骗学生上车，
趁学生下车结账时，突然
启动车辆携带行李逃离，
骗取学生行李物品，或是
在送到目的地后高价收

车费。
提醒 ： 请选择乘坐

正规出租车和公共交通

工具 ， 或乘坐学校的大
巴车。

兼职骗局
在入学后，许多学生

想通过勤工俭学和校外

兼职减轻家中负担，但可
能由于涉世未深而盲目

轻信，被某些不正规机构
欺骗 ， 不仅可能损失钱
财， 还可能有人身危险。
兼职骗局有以下几种表

现形式：
1. 预先收取报名费、

制服费、培训费、中介费、
押金；

2. 要求提供姓名、身
份证号、电话号码等身份
信息后失去联系；

3.高薪兼职、某些“特

殊要求”的背后可能是不
法行为；

4.兼职 “刷单 ”但购
买后既没有返款也没有

提成；
5.兼职“打字员”支付

保证金后失去联系；
6 . 兼职 “校园代

理 ”误入传销或被骗取
钱财 。

提醒：看到兼职信息
要多留心 ， 切勿盲目报
名，可通过网络检索核实
情况，或询问老师及学长
学姐确认兼职机构是否

合理正规。

冒充学生欺骗家长
这类骗局中，骗子往往

会假冒医生、民警、老师、同
学等“角色”，谎称大学生发
生交通事故 、 出现意外病
情、需要交学习班费用等情
况向家长行骗。

提醒：谨记不要轻易把

自己的手机借给陌生人，谨
防借用者盗取手机电话簿

获得私密信息，要把身边较
为熟识的辅导员、老师和同
学的联系方式告诉家长，一
旦遭遇骗局，方便父母核实
情况。

冒充老师招摇撞骗
骗子会通过电话或是到

寝室谈话等方式冒充 “老
师”身份，骗取学生信任，提
出可帮忙办理贫困生申请

事项，要求新生提供银行卡
号和密码 ； 或者以收取饭
费、水电费等费用的名义骗

取学生钱财。
提醒 ： 遇到索要个人

信息的人 ，一定要注意核
实其身份 ， 保持警惕 ，不
要 轻 易 泄 露 银 行 卡 密 码

和身份信息 ，切勿被言语
蒙骗 。

宿舍上门推销产品
开学后，不法分子会采

用宿舍推销的方式借机“赚
上一笔”，诈骗分子所推销物
品大多与新生的学习生活息

息相关，如文具、手机、电脑、
电话卡、购物卡、网卡、饭卡、
书籍报纸之类。 但此类产品
多为假冒劣质产品 , 一旦

售出很难再联系上推销者，
更不会有相应的售后保障。

提醒：多数大学的学生
公寓明文规定禁止上门推

销 ， 因此新生在遇到此种
情况定要留个心眼 ， 发现
异常情况应立即向生活老

师举报。

校园贷款诈骗
校 园 贷 诈 骗 主 要 有

三种 ：
1.利用低门槛、零首付、

零利息等所谓优惠政策为

诱饵骗取大学生信任实施

诈骗 ，主要手段有 ：一是骗
取个人信息 ， 代替大学生
办理贷款业务 ， 取到贷款
后消失 ； 二是帮助大学生
办理贷款后 ， 冒用其身份
继续贷款 ； 三是以贷款前
需收取担保金 、 人身保证
金等为借口 ， 反复骗取贷
款大学生汇款；

2.声称能通过培训提高
综合技能， 夸大培训效果，
签订培训合同，诱导学生贷
款支付学费；

3.与兼职诈骗结合，要求
学生贷款购买手机等产品做

“销售代理”， 贷款的利息和
滞纳金很高， 学生如不能如
期还款， 将背上难以承受的
债务压力。

提醒： 要建立文明、理
性 、科学的消费观 ，拒绝过

度消费和超前消费，结合自
身需要 ，选择最恰当 ，对自
己最有利的借款方式，切勿
相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

我们也提醒新生们，要
做到“三要多”“三不要”：

①要多保持通信畅通，
多和家人联系，互通信息；

②要多问，多向学校里
的老师、辅导员等了解学校
及周边的环境、 注意事项，
做到心中有数；

③要多留意网上披露
的一些诈骗案例，吸取前人
的教训；

④不要随意透露个人
信息 ，如身份证号 、银行卡
密码、家庭成员信息、地址、
电话等；

⑤不要随意搭乘车辆，
不要乘坐黑车，应首选公交
地铁、正规出租车或者学校
派出的校车；

⑥不要随意接受陌生
人的帮助 ， 重要财物随身
保管。 （据人民网）

金秋九月 ，又
到了开学季。 花重
金就能领取录取通

知书？ 您的孩子突
发意外请速转账 ？
兼职“刷单”做任务
能赚钱？ 今天，为您
盘 点 以 往 常 见 骗

局， 提醒学生和家
长们注意以下七种

套路。

请
小
心
这
七
种
诈
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