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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找工作
这些诈骗手段

要注意
春节过后，外地务工人员返城，应届毕业生求职，宁波迎

来新一轮招工热潮。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浑水摸
鱼，抓住求职者求职心切的心理，通过发布虚假信息等手段
进行招工诈骗。昨天，我市警方整理几种常见的招工诈骗手
段及防范措施，提醒大家擦亮眼睛，谨防各类招工诈骗。

近期冒充领导
诈骗案件高发

2月以来，市反虚假信息欺诈中心
连续受理多起“冒充领导”实施诈骗的
案件。

2月6日15时许，宁波市民章某
接到自称是其老板“杨总”的电话，要
求他第二天早上9点到对方办公室去
一下。

2月7日8时20分许，章某准备
去“杨总”办公室的路上，对方又打电
话给他，让其包两个大的红包，后对
方又打电话称，与对方谈话的领导说
拿红包不好，让他打钱到银行帐户，
打30000元。

章某二话不说就通过附近的银
行打了30000元给对方，后来“杨总”
又来打电话称 30000 元不够，再打
50000元。仍旧毫无疑虑的章某果真
又向对方打了50000元，之后才意识
到自己被骗。

类似的事情还有“先汇款XX元，
到办公室后还”“我是XX主任儿子，
他说你靠谱，让我有事找你”等。这样
的案件2月期间已发生多起，上当受
骗的市民财产损失从几百元到上万元
不等。

警方汇总全部类似警情，通过分
析研判发现，犯罪嫌疑人事先通过非
法途径获取受害人的基本信息，然后
冒充单位领导或公司老板打电话给受
害人，让受害人到其办公室一趟，临见
面前，又会打电话给受害人，以有急
事、要送礼、借钱等理由诱使受害人转
账汇款。

该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利用
了受害人对上级领导或老板的敬
畏，不敢直接面对面验证信息真伪，
这才屡屡得手。冒充领导或公司老
板打电话是骗子最常用的电信诈骗
手段之一，但无论过程如何，结果都
是让你到银行汇款或转账到其指定
帐号。

群众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一定
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接到类
似电话时，切记要主动核实身份、电
话号码以及事情真伪，以免上当受
骗。 记者 张贻富

骗子抓住求职者急于找工作心理，通过手机群发招工信息的方式，等待受骗者上
钩。

2月3日，家住鄞州潘火的市民胡女士在一家招聘网站上看到一个刷单的
兼职，随后她加了对方QQ，依照对方发来的二维码，先后刷了两单。此后，她
一直未见对方返现才知被骗，损失3600元。

无独有偶。2月6日，市民周先生向邱隘派出所报警，称自己被一家中介公
司骗了600元。周先生说，他在过年前无意中看到了自家楼下张贴的广告，一
中介公司发布了一条高薪招聘启事，他便付了对方提出的服务费，然后却一直
等不到音讯，再去问，对方坚称该职位已满，会再帮他联系其他合适单位。不
过，他此后再也联系不上对方，这才发现被骗。

警方提醒：许多不法分子通过发布虚假招工信息，诱骗务工者前来应聘，并以
交纳报名费、培训费、体检费、通话费等一系列名目骗取应聘者财物，这类骗局屡见
不鲜，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骗术虽花样繁多，但只要摒弃贪心，遇到紧急情况沉着
冷静，理性分析，就能轻松辨别身边的各种诈骗迷局，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群发信息骗取费用

求职防骗秘诀

1、到正规地点找工
作。节后应聘要到正规的
人才市场，不要随意相信
各种四处张贴的高薪招聘
小广告，尤其遇到要预交
各种费用的工作，更要慎
重。

2、要找正规可信的中
介公司，同时要和中介公
司签订合同，并索要收取
相关费用的发票，以便日
后发生纠纷时有据可查。

3、网络招聘要注意信
息时保密。在注册填写个
人信息时要做好保密工
作，在接到用人单位的来
电时应保持冷静，对用人
单位提出的要求仔细思
考，切勿盲从。

4、签订正规的书面劳
动合同。找到工作的劳动
者一定要与用工方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签
订试用合同、劳动合同等
书面合同，明确双方权利
义务，特别是要写明工资
数额、计酬方式、福利待
遇、五金缴纳、事故赔偿等
条款，从而有效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民警提醒：春节后，在
当下“求职难”与“用工荒”
并存的情况下，一些不法
分子也蠢蠢欲动，利用求
职者求职心切的心理，设
置“招工”骗局敛财。务工
求职者须保持头脑清醒，
拒绝诱惑，找工作，一定要
找正规的人力资源市场或
劳务中介。一旦上当受
骗，应及时正确求助!

记 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康巍巍
黄一娇 邱 琼
吴 玲 张 楠

一些中介部门或网站招聘广告诱人，但是在收取服务费后推诿敷衍，应聘
者往往求职心切，只要能找到工作，且被骗钱财金额不大，也就自认倒霉了。

春节过后，一种名为“兼职打字员”的招聘信息在网络上到处泛滥，从100元/万
字到4000元/月，再到150元/天，越来越优厚的薪酬吸引了不少网友加入。来自贵
州的小许就是其中一员，只是没想到一心想应聘兼职打字员赚点外快，反而被骗了近
1600元钱。

2月3日上午，小许决定在网上找份兼职赚点外快，她先与58同城网上的
客服取得联系，然后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一个软件，在选择相关工作时，一条招
聘兼职打字员的信息引起了她的兴趣。

招人的是浙江某公司，承诺不用去单位坐班，不限时间，按劳取酬，1万字
给150元，多劳多得。不过，对方要求先交试用金199元。想到这个工作比较
适合自己，小许很快把钱打到对方账户里。随后，对方又要求他交500元工号
费，小许深信不疑，便又将钱打到对方账户里。

对方说这笔钱会退还给她，要求小许加他们的“主管”为好友。小许通过下
载的软件加了这个“主管”，对方陆续提出要交相关检查费、简历费，分别为500
元、400元。交完钱后，小许联系了“主管”，对方一直没有理她。小许这才意识
到被骗了，于是向五乡派出所报案。

警方提醒：目前已有电子设备可以快速将文件转换成电子文本，既方便又
能保证正确率，利用人力输入大量文字的工作已不多见，“兼职打字员”的招聘
信息绝大多数都是陷阱。

收取服务费后借口敷衍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虚假单位的旗号，以丰厚待遇条件为诱饵，骗得多人缴
纳一定的报名费后携款逃之夭夭。

年轻的小黄今年才19岁，来宁波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大年初六就离开江
西老家，早早来到宁波，寻思着找一份好工作。相貌姣好的她看到古林一KTV
门外贴着一张招工启事，上面写着：“招聘女服务员，月工资8000元，包吃包住，
有意者到KTV内包厢来面试。”

高薪的诱惑使小黄走了进去，一个青年男子坐在包厢内，称是该KTV的经
理，姓刘，随后他简单询问了小黄的信息背景及工作经验，表示最近急招服务
员，如果可以，需要小黄明天就来上班，单纯的小黄一口答应。

“刘经理”要了小黄的身份证复印件，表示因为场所管理严格，服务员需要
有统一的着装，年后还要进行专业培训，需要小黄交1000元的押金，过了一个
月的试用期后就可以退回押金，这也是为了防止小黄临时辞职，人员流失。小
黄一想很有道理，爽快地将押金付了，签好了合同。

等到第二天，小黄来到KTV，却被告知他们根本没有姓刘的经理，更没有
招聘服务员，应该是被骗了。小黄来到了古林派出所报案，民警初步调查发现
门口的那个招工启事是有心人自己打印出来偷偷贴在门口的，就是故意蒙混视
线。

警方提醒：务工人员在求职务工时遇到收取押金、订金等行为时，务必提高
警惕，以免让犯罪分子有机可趁。一旦受骗要及时报警，以便警方第一时间获
取破案线索。

临时租来场地忽悠求职者

沈欣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