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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暑期打工 大学生网上求职被骗
提醒：提高辨别能力 防范求职陷阱

本报讯（记者 吴艳敏）“想着
暑假里找一份工作，打两个月的
工，既能锻炼自己，也能赚些生活
费，没想到自己却被骗了。”近
日，家住市区长江路附近的大二学
生李雪给本报记者打来热线反映
道，并提醒大学生打工一定要谨
慎，不能盲目。7月 18日，记者对
此进行了采访。

【事件】
想得到锻炼 却遭遇骗子

“以前放假在家，不是上网玩
游戏，就是和同学出去玩。一个暑
假下来，花销不少，却什么也学不
到。暑假出去打工实践，不仅能赚
零花钱，还能多了解社会、积累经
验，一举两得。可是，没有想到，
自己找第一份工作时就被骗了。”
李雪说。

李雪在郑州一所大学读大二，
暑假放假回到家闲着没事，就想着
找一份工作。

“我就在微信上看到，一个公
司在招人。就想着去试试，问他们
招暑假工不。问过之后，他们说
招，可以干两个月。”李雪告诉记
者。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李
雪很郁闷。“我就在微信上问这个
人，都需要什么。这名工作人员

说，需要个人简介并交 300块钱的
押金，押金到最后还会给本人。这
个工作人员说需要把钱从微信转给
他，简历可以到公司填写，我便把
钱转给了这个人。”李雪告诉记
者，当第二天来到该公司的时候，
公司表示没有这个人，并且也没有
在网上招工。

“当时，我就给这个人联系，
发现他已经把我拉黑了。工作没
了，钱也没有了，非常气愤。”李
雪说，大家在找工作的时间，一定
不能盲目轻信，最好到正规的地方
找工作。

【调查】
不少大学生利用暑假打工

在武汉读大三的小牛告诉记
者：“今年暑假我想利用假期找一
份工作做，一方面是锻炼自己，增
强一些待人处世的能力；另一方面
想赚取一些生活费，减轻家中负
担。”

记者调查发现，参加暑期工的
大学生有很多。读大三的小刘告诉
记者:“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更多的是
一些家教、短期促销员类的。”

今年读大三的小丽告诉记者：
“每年暑假都会找一些临时的工作
来锻炼自己，但是找一份专业对口
的实习岗位很难。不过找工作这个

过程也能让自己得到锻炼时，也会
有收获。”

【提醒】
提高警惕 小心受骗

“大学生暑期打工一般集中于
家教、商业促销、餐饮行业等临时
性工作。如何避免暑期打工被骗？
一方面是要学会利用法律和书面劳
动合同来保护自己，注意劳动争议
的时效。另一方面，现在网络比较
发达，有些学生可能觉得通过网络
找工作方便，但是网上找工作不太
可靠，容易上当受骗。为此，大学
生要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注意常
见的陷阱，比如传销；比如让求职
大学生先出钱添置工服等等。”市
人才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市人才交流中心还提醒大学生
们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应当和公
司签订书面协议，对工作时间待
遇、休息休假、劳动保护、支付工
资时间、违约责任等约定清楚，凡
是要收押金的、扣留身份证的、劳
动卫生和劳动保护差的公司一律不
要去应聘，尽量到正规职业介绍机
构去查看用工和现场招聘信息。

此外，大学生还要注意了解用
人单位的实际情况，在去打工之前
一定要告之家人。

本报讯 （记者 郝河庆 通讯
员 卢 超） 我市一网上逃犯，以
为警察周末休息，便选择周六准
备坐高铁外逃，没想到被漯河高
铁西站广场上的巡逻民警抓了个
正着。

7 月 16 日上午 11 时许，市公
安局阴阳赵分局机动中队民警赵
彦兵、陈兵二人在漯河高铁西站
广场巡逻时，发现一名 30多岁的
男子在公交站点附近转来转去，
一副想进广场区又有点不敢进的
样子。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赵彦
兵、陈兵二人感觉此人有问题，
随即上前对其进行身份信息核
查。该男子很不配合，说话支支
吾吾，所说的几个身份信息经查
都不属实。

民警遂对该男子的随身物品
进行检查，发现一张显示姓名为
万某的当天的高铁火车票。

根 据 车 票 上 显 示 的 身 份 信
息，民警查询后，赫然发现该男

子竟是广西南宁公安机关网上追
逃人员。民警随即将该男子控制。

经查，该男子名叫万某，漯
河人，因涉嫌诈骗于今年6月被广
西警方上网追逃。

据万某交代，他之所以选择
周六出行，是以为警察周末休
息，可以趁机溜之大吉。当他来
到高铁西站后，却发现广场上有
巡逻民警，就在公交站点附近犹
豫徘徊，怕自己进广场被民警发
现查获。但还没等他拿定主意，
就被民警慧眼识破身份。

目前，万某已被移交广西南
宁警方处理。

以为民警周末休息
嫌犯趁机外逃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