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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表示，每到招生季，这一类的

诈骗就孕育而生。骗子往往借办事之

前要请客送礼之名，利用受害人急于

求成，或者利用受害人望子成龙的心

态，诱使受害人上当受骗。

“特别是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因为

户籍等原因，子女存在入学难的问题，

对招收条件和程序也不清楚，从而给

骗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民警提醒：开发区的招生工作实

行的是阳光招生政策，采用统一报名，

交叉监督的方式进行，切勿轻信任何

虚假中介或所谓的“能人”可以解决小

孩子的入学问题。如果家长遇疑难问

题可以咨询社发局招生咨询处（管委

会东楼一楼大厅，中小学招生咨询：

0571-86871717，幼 儿 园 招 生 咨 询 ：

0571-89898595）或各小学、幼儿园。

孩子报名要走正规途径，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门路”

眼下小学、幼儿园

招生马上就要开始，为

让孩子能上个好学校，

不少家长四处找人托关

系。这时，一些不法分

子正好利用家长的急切

心理，到处招摇撞骗。

民 警 提 醒 广 大 家

长：给孩子办入学一定

要按照正规途径来操

作，千万不要相信所为

的“能人”可以“花钱搞

定”。

找“能人”花钱托关系，孩子就能上学?

招生季，家长们切莫轻信“门路”

兼职刷信誉诈骗这类老套的骗术，已经反复

说过多次。只要简单想一想，每天躺着上上网就

能挣个三百到五百，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落到你头

上。

然而，总有那么一些人，觉得自己是幸运儿，

必定能被从天而降的钞票砸中。他们听信网络

兼职小广告上的甜言蜜语，义无反顾地走上被骗

之路。

4 月 8 日上午，小张手机上收到一条招聘信

息，工作内容是在网上帮公司刷信誉，且刷单的

本金及时返还。

看了下条件和报酬后，小张很心动，随即添

加对方 QQ。刚开始，对方在 QQ 上发给小张来

一个链接，在他拍下商品后不久，便将本金退还

给他。

获得小张的信任后，对方便提出第二次的刷

单任务。这一次，他拍下价值1500元的商品，可

对方并未退还本金。

小张询问其原因，对方表示这是公司规定，

一共要刷满三单才能退还本金。鉴于原先对方

退还本金，小张又接连在第二单、第三单的刷单

工作中，分别拍下价值 1800 元和 2200 元的商

品。

但是，在完成三单任务后，小张依然没有收

到本金。于是他向对方索要，对方却表示根据公

司财务规定，还需刷一笔结算单才能全额退还本

金。

出于着急收回本金的心理，小张再次选择相

信对方，又拍下价值 3000 元的商品。完成公司

交办的“任务”后，小张再次向对方索要本金。在

这一次的讨要中，对方开始以公司信息系统操作

卡，需要向公司其他经理核实信息等为由拖延交

付本金。

在多次讨要无果的情况下，小张开始疑心，

向对方索要营业执照，见执照上的注册地正好是

自己朋友所工作的城市，便委托朋友查找该公司

的信息。在朋友查询后得知并没有这家公司，这

才知道自己真得被骗，马上拨打报警电话。

警方提醒：

1、不要轻信网上刷单广告内容，骗子们把刷

单当借口，用简单的要求和丰厚的利益来吸引眼

球，各位小伙伴请务必相信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

面包。

2、不要轻易点击或扫取陌生人发的网页链

接和二维码，许多刷单的链接都是带有病毒的，

网络安全是一门非常要紧的必修课。

3、不要被小小利益动摇了立场，从而陷入了

不诚信的骗局当中。

4、小心假客服用专业术语和“贴心”服务

来获得你的信任。“晒单”也未必可靠，转账记

录、聊天记录、买家好评，都可以由软件自动

生成。

本报记者 杨渐

轻信兼职刷单，小伙被骗8500元

本报记者 杨渐

张女士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活的例

子，找了所为的“能人”，结果不仅损失

一万元钱，连孩子上学的事差点都耽

误掉。

去年，张女士的儿子到了上小学

的年纪，多番考虑后，她带孩子去下沙

某小学报名。遗憾的是，孩子并没有

被录取。“学校说，我们交社保的时间

没有别人长，所以没录上。”

不过张女士并没有放弃，想找人

疏通关系。通过朋友介绍，张女士认

识“高人”董某，他自称和该小学校长

是同学，还说曾帮人花钱进这所小

学。“他说花点钱打点下，就能让我儿

子上学。”

随即，张女士带着5000元打点费

和孩子的资料，找到董某。没想到，董

某办事速度还很快，当天下午就打电

话说，说入学的事已办妥。不过想要

顺利入学，还缺些费用，让张女士再给

他5000元。

“能人”说花点钱打点下，就能让孩子上学

高兴不已的张女士二话没说，马

上给董某打去 5000 元钱。“他说都搞

定了，就等教育局审理，通知书马上就

下来。”第二天，董某再次打来电话，称

事情又有了点变故，还需要再花5000

元疏通。

三番五次的要钱，让张女士产生

怀疑，她要求董某先把孩子的录取通

知拿过来，才肯再付钱。

这下，董某百般拖延起来，直到开

学一个多月后，才把一张入学通知书

交给张女士。“就是一张 A4 纸，上面

写着 XX 同学，经校党委研究决定你

被录取，上面印的学校名称都是错的，

一看就是假的。”看到这一纸粗制滥造

的通知书后，张女士确信自己被骗，于

是报警。

经公安机关侦查，这个董某其实

姓顾，是个无业游民，根本不认识该小

学校长，只是知道校长的名字。顾某

交给张女士的录取通知书是找打印店

打印的，上面的公章是顾某伪造的。

而张女士给他的 10000 元钱，早被他

挥霍一空。

再三以各种借口要钱,最后换来一张假录取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