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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先交费？别轻信！

刚从某师范大学毕业的小邱
求职数月未果，正当他心灰意冷之
际，小邱结识了谭某，谭某对小邱
称其在上海浦东新区某学校“有关
系”，可帮助小邱成功取得该校教
师编制。

信以为真的小邱未多想，先后
支付谭某“办事费”17万余元，但谭
某承诺的教师编制却迟迟未兑
现。多次追讨钱款未果后小邱选
择报警。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
谭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
罚金。

有的犯罪分子则更进一步，让
人对其话术一时难辨真假。小美
从表演系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理
想的工作，不久，一家招聘群演的
影视公司联系到她。公司人事陈
某在向小美介绍工作内容及薪资
待遇后，以工作内容涉及尚未播出
的影视剧，为防员工中途离职泄露
商业秘密为由，要求小美交纳“保
密费”“保证金”以及“食宿费”数万
元。

后查实，陈某等4人以相同手
法骗取小美在内的10余名应聘者
钱款近30万元。法院以诈骗罪判
处陈某等人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
3年6个月不等。

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办案中还
发现，有的公司为了让骗局看上去

“更真实”，会找人假扮相关单位工
作人员对应聘者进行面试，甚至伪
造劳动合同、向求职者发放假工牌
等，以此获取求职者信任并收取求
职者定金、入职费等。

“所谓的‘内部指标’大多是骗
局。求职者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
切勿轻信‘内部关系’。另外，交钱
前先想想：这工作值得我先交这么
多钱吗？”闵行区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法官助理王群表示，对求职者
来说，增强自身本领才是通向理想
工作之门的可靠途径。

“并且，求职、应聘工作本身通
常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报名费、
服装费、培训费、体检费、保证金、

保密费’等都是对方常用的说辞。”
王群提醒求职者，通过官方网站和
正规渠道查询、核实企业资料和招
聘信息，警惕求职“收费陷阱”，保
存好证据，发现异常及时报警。

高薪打洋工？需警惕！

去国外打工会不会钱多又轻
松？泥瓦工李某父子在工友处听
说出国务工薪资丰厚，经其介绍，
李某父子参加了某国外招收电
工、木工、瓦工等工种的项目，每
人交了 2000 元定金，后又在体检
中心每人交了 1000 元费用。此
后，招工企业掏出一份出国劳务
建筑委托合同，又让李某父子交
了 3.2 万元。待到要出发时，李某
儿子发现其名下没有购买机票的
记录后报警。

经梳理认定，该企业累计向30
名工人收取 85.8 万元，截至案发，
已经退还给工人 16.27 万元，认定
诈骗金额69.53万元。

轻信国外务工“童话”，损失时
间金钱还是轻的，有的受害者被迫
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人”，最终锒
铛入狱。

小王在求职时被推介一份到
东南亚经营酒吧的工作，“待遇优
厚”。心动的小王依约飞至云南西
双版纳，后在他人带领下翻山越
岭、穿越边境，最终到达金三角地
区的一个园区内上班。很快，小王
便发现所谓的工作根本不是经营
酒吧，而是专营电信诈骗，若拒绝
加入便要拿出5万元“赎身”。无力
支付赎金的小王只能暂时留下，并
在老板安排下添加国内网友，虚构

“高富帅”身份分享“致富秘籍”，骗
取国内被害人信任后，以平台漏
洞、充值提现的方式骗取数名国内
被害人钱款。法院以诈骗罪判处
小王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并处罚
金。

“出国赚大钱”听着美，可一不
留神就上当。对此，广东广信君达
（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朱耀华给
劳动者支招，首先查清楚招工公司
相关资质等，不轻信中介。遇到待

遇“好得离谱”的工作，要多个心眼
多想想，和家人朋友商量。其次，
不轻易交钱，注意固定证据，找机
会求救。

王群也提醒各位求职者，所谓
的“打洋工”“赚快钱”往往是电信
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幌
子。出国务工需谨慎，切勿轻信

“躺着赚大钱”等不切实际的招聘
噱头，时刻牢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
工作才是长久之计。

挂靠躺赚钱？隐患多！

“能不能把手边用不上的证书
挂出去赚钱？”在校期间，不少学生
秉持着“技多不压身”的想法，考了
不少职业证书。刚毕业不久的杨
某却动起了这个脑筋，“把证书挂
靠在合作单位，不用上班就能多份
收入，可以试试”。

起因是杨某接到某教育公司
梁老师的电话，对方称只要把相关
证书挂靠在合作单位，不用上班即
可赚取兼职费用。杨某有建筑类
专业技能证书，便向梁老师咨询具
体事项，并按要求发送了相关资
料。不久，梁老师称某公司要与杨
某签订合同，并将一次性支付其22
万元。

如此高额的回报让杨某心动
不已。见其已经“上钩”，梁老师以
多种理由哄骗杨某先期支付费用，
还“鼓励”他挂靠更多证书赚取收
入。一个月的时间里，杨某就被骗
了4万余元。直到梁老师的手机号
码变成空号，他才意识到被骗。

“挂靠证书并非万无一失，其
行为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而且一旦
出现问题，将追究持证者的责任。
因此挂靠证书看似轻松赚钱，其实
隐患很多，相关从业者不能被小钱
所迷惑。”王群以“防骗三板斧”提
醒广大求职者：一是多查多问，上
网查公司，面试问明白，别嫌麻烦；
二是留证据，合同、聊天记录、转账
截图，一个别丢，打官司靠它们；三
是报警不拖，被骗了别犹豫，找警
察最快，钱还有可能追回来。

据《工人日报》

随着高校学生毕业，一些
招聘骗局花样翻新，让求职者
遭受损失，甚至沦为犯罪分子
的“工具人”。上海市闵行区人
民法院通过梳理既往裁判的案
例，总结了一份求职防骗指南，
为求职者发出防骗提示。

当前正值毕业季，找份好
工作是每个初入社会学生的
迫切心愿。然而，骗局可能就
藏在看似正常的面试通知里，
一旦踩进这些“陷阱”，轻则损
失时间和金钱，重则可能触犯
法律，被追究刑事责任。

骗术年年翻新，有的老骗
局“改头换面”仍能让不少人

“中招”，也有的瞄准出国务工
等新动向，让一些满怀希望的
求职者遭受损失。日前，记者
采访了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
院的法官，法官梳理了其中较
为典型的案例，总结了一份求
职防骗指南，希望求职者擦亮
双眼，少走弯路不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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