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根据警方提
供的案例，通常在非正规
经销商处购买电话卡后，
学生会接到一些诈骗电
话或垃圾短信，有的接到
的电话内容类似以资助
新同学学费、生活费等为
由， 骗取银行卡密码，还
有的打电话自称是教育
部或校方人员，以返还学
费等为名让学生提供卡

号、密码。
【提醒】对自己的隐

私要严格保密，遇到此类
事件要先向有关机构电
话求证，遇到欺诈行为要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不
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名
义的促销和问卷调查，不
可以泄露自己的任何信
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
电话、家庭信息等。

针对“山东女生近万元大学
学费被骗走”的消息，教育部提醒
大学新生谨防以发放助学金等为
名的欺诈恶行。

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尤其是
大学新生， 无论是哪个单位或者
个人提供资助， 不应要求学生到
ATM机或网上进行双向互动操
作。如有类似要求的，请先向老师
和当地教育部门咨询， 千万不要
擅自按照对方要求操作转账，以
免上当受骗。

据了解， 国家已建立了完整
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只要有经
济困难， 政府和学校都会给学生
提供合适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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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贫困新生被骗学费”重演 湖南警方教你防骗指南

代管行李？ 转交学费？ 警惕骗子套路
9月临近， 又到一年开学

季。8月24日，一则“贫困大学新
生被骗光学费晕厥离世” 的消
息刷爆朋友圈，18岁的山东女
孩徐玉玉因一通诈骗电话被骗
走上大学的费用9900元，伤心
欲绝时突然晕厥， 经抢救无效
不幸离世；无独有偶，考上了北
京一所高校的岳阳女孩小雨
（化名）也被骗了，由于可以使
用支付宝交学费， 家长向其支
付宝账户预存了2万元学费及
生活费， 一名自称学校辅导员
老师的人打来电话要求提供支
付宝账户信息及密码“进行核
对”，2万多元被卷走……

开学季， 新生被骗被盗情
况高发。24日，湖南公安民警通
报揭晓典型案例， 发布新生入
学防骗指南； 记者从长沙多所
高校获悉，“防诈骗” 已被纳入
新生最重要的“开学第一课”，
在《新生手册》中进行了详细阐
述。 ■记者 黄京 黄娟

实习生 汪梦媛 伍昭蓉

【案例】 王同学一个人报到。
在火车站外乘上学校迎新专车，
一名学生模样的男子主动搭讪，
自称学生会成员。到校后，该男子
热情地陪王同学办理各种手续，
交费时，看着前面长长的队伍，男
子称和收费老师认识，可以加塞，
让小王在门外看管行李， 由他代
为交费。小王就把5000元学费交
给他，男子再也没露面。

【提醒】此类骗子常以学校迎
新人员的身份与学生、 家长搭讪，
或者假扮成老乡套近乎。取得信任
后，以代交学费、前往银行取钱为
由趁机诈骗，并盗走财物。因此，不
要将钱物交给陌生人，报名交费务
必亲自办理或交由家长办理。

管好自己的证件， 身份证等
要妥善保管，不能借给他人使用。
不能委托他人代为复印， 身份证
复印件在应用中要注明此件的用
途。 防止他人借用你的身份证以
及复印件办理各种银行卡、 电话
卡、借记卡等相关有价凭证，给你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其他伎俩

特别提醒

随着网络借贷的快速发展，
一些P2P网络借贷平台不断向高
校拓展业务， 部分不良网络借贷
平台采取虚假宣传的方式和降低
贷款门槛、 隐瞒实际资费标准等
手段，诱导学生过度消费，甚至陷
入“高利贷”陷阱。

专家分析，校园不良网贷存在
诸多风险，一是高利贷、诱导贷款、
提高授信额度易导致学生陷入“连
环贷”陷阱；二是部分校园借贷平
台利用少数学生金融知识匮乏，钻
金融监管空子， 诱导学生过度消
费；三是校园不良网贷平台存在信
息盗用风险，被冒用身份者可能会
面对信用记录被抹黑及追债等问
题；四是校园网贷平台“校园代理，
层层分包提成”等发展模式破坏正
常校园秩序，暴力追债现象威胁学
生人身安全。

为此，我省教育部门郑重提醒
广大青年学生，要增强金融风险防
范意识， 树立理性科学的消费观，
远离不良网贷行为。

拒绝不良网络借贷

谨防以发放助学金等
为名的欺诈

【案例】去年9月初，大学新生小
雪在宿舍里。一名女子来到宿舍，自
称文具产品代理商， 毕业于该校市
场营销专业， 为学妹们创造勤工俭
学机会，聘用该产品的学生代理。在
她的动员下，3名女生花600多元从
她手中进货。对方走后，女生才发现
留下的东西都是假货。

【提醒】迎新期间，在寝室会遇见
各种推销。而骗子所推销物品多与新
生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有的以做销
售代理为由推销大量的文具用品、洗
护用品等，此类产品多为假冒伪劣产
品；也有的推销电话卡、充值卡等，很
多时候没有售后保证。因此，对陌生
推销者的花言巧语不要轻信，同时不
要让推销者随便进寝室门，因为推销
者很有可能会“顺手牵羊”；办卡要到
学校正规的营业厅办理，当然开学营
业厅也会在学校摆帐篷设点销售。

寝室推销竟是假货

【案例】 新生小杨在
校园内看见兼职广告上
说，可免费提供兼职服务
平台， 小杨便去应聘。对
方口头上答应为他找个
轻松又能赚钱的兼职，提
出要他交纳几百元押金，
合同解除后那些押金会
退还。小杨交了50元报名
费及200元保证金， 对方
让他等候通知。半个月过
去了， 小杨再去打听，已
人去楼空。

【提醒】此类骗子主
要通过介绍工作、高薪兼
职、求家教、考证等，骗取
新生信任，之后再骗取钱

财。
要注意：任何兼职实

习工作都需要认真核实
后再进行，最好依靠学校
的力量， 不要盲目寻找，
更不要轻信那些以骗钱
为目的的黑中介；无论是
通过什么途径找工作，都
应该签订有效的用工合
同， 以便维护自身的权
益；在找工作以及打工期
间，新生都要提高安全意
识，与雇主见面时最好请
同学结伴前往， 以免上
当；不培训不考试就拿证
之类的好事，现实生活中
是不会有的。

电话诈骗，骗取个人隐私及财物

转交学费一去不回

骗子用骚扰电话等手段促使
新生手机被迫关机， 然后冒充学
校老师或同学给家长打电话谎称
孩子生病或出车祸急需汇钱。家
长如果接到此类电话， 应先与孩
子本人、 班主任老师或保卫部门
联系，核实真假，切勿慌乱。

冒充老师同学
让家长急汇钱

盗用证件乱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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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一新生小李在学
校门口遇到三个戴着“新生接待
人员”胸牌的男孩，并问他是哪个
院系，小李如实相告后，其中一个
人说宿舍楼和院系的新生登记处
离得比较远，拿着行李去不方便，
就让另外两人在校门口看管皮
箱， 他则带小李等人去登记。中
途，该男孩说想上厕所，之后再没
出现。小李和母亲回到学校门口，
行李已不见踪影。

【提醒】骗子“欺负”新生人
生地不熟，在车站、学校门口冒充
接待人员，借机偷走财物。当陌生
人对你过分热情时应保持警惕，
行李财物等重要物品切忌离身。
一般学校迎新人员都会佩戴迎新
工作证， 一定要按照录取通知提
示找迎新点。

“代管行李”支开新生
骗局1 【案例】马同学一个人来学校

报到， 进宿舍后不久， 有个女孩进
来，说自己也是住这个寝室的学生，
之后小马放心地外出购买日用品，
回来时“室友”已不知去向，行李箱
内的现金也不见了；“你们是今年的
新生吧，我是某某老师，这是某某卡
请把费用交一下，就几百块。”既然
老师来了，赶快交钱吧，付了钱拿了
卡，老师是谁，没人认识。

【提醒】对陌生人应想办法确
认其身份， 离开宿舍时应将贵重物
品随身带走或锁上存放。 警惕报名
就可以预约专升本， 一些专科学生
报到后， 有些自称是校方的人会前
来告知，什么什么条件可以专升本，
但必须提前进入高价培训班等，是
真是假要留神。

冒充室友、老师、
学校盗骗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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