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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记者在一些高校走访时，发现校园里
也有一些关于校园贷、网上刷单、电信诈骗等提醒，
可见这些“坑”在校园里经常出现。对于这些要注意
的事情，潘警官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要挨个学校
给同学们讲。

“骗子的手段五花八门，多到几十种。”潘警官
说，除了上面讲到的，还有冒充是香港理工大学的，
谎称自己的卡是香港的，要借同学的卡转一下钱。
这种被骗的案件就发生过好几起，骗子一般会选择
在晚上下课时间，在食堂门口，对单独出行的男生或
女生搭讪，以此来骗钱。还有让同学们扫二维码付
钱的，其实有些二维码是有病毒的，只要用手机一
扫，病毒就会盗取手机微信绑定的银行卡。这种二
维码多出现在一些游戏里。有的同学购买游戏装备
时，需要先进一些群，进群就要扫这样的二维码，好
多人因为扫带病毒的二维码上了当。

警方提醒

采访中，一位民警说，学生们遇到的有些事情，并
不能说是骗局，像校园贷、网上刷单，一些学生明知道
有风险，但他们看重的是有抽成、有好处费，所以铤而
走险，到最后受害的反而是自己。

为此，潘警官说，不管是哪种形式的骗局，到最后
肯定都是跟钱有关，大一新生刚进入大学校园独立生
活，一定要小心，谨防中了骗子的圈套。遇到问银行
卡的，一律不说；如果收到中奖信息的，也千万不要相
信；收到陌生链接时，切不可心急点开，小心中了病
毒，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遇到高薪兼职、低息贷
款的事情时，不要想着可以赚点小外快，切不可找不
到人时，才追悔莫及。 （徐麦丽）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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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大部分高校都迎来了新生开学季，学生们带着大包小包欢欢喜喜地走进校园，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涯。对大

多数学子来说，这是他们首次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
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很少接触校园以外的世界，大学新生很容易被迷惑，由此掉入各种各样的坑儿。那么，作为新

生，除了学业外，在校期间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在榆次大学城，共有10所高校，这里的大学新生较多，记者就此采访了
晋中市公安局高校分局东校区派出所民警及律师，听听他们对新生们的忠告和提醒。

今年开学上大二的学生小李，最近真的是
头都大了。大一的时候，她认识了老乡小王。

因为都是外省人，两个老乡见了面，格
外亲切。两个人的接触也多起来了。大一
上学期，小王告诉小李有一个可以赚外快的
好事，问她想不想做。所谓的好事，就是从
一个贷款 APP上每个月帮别人贷款，到了下
个月，对方如期还贷就能得到好处费。每交
易一笔，可以从中抽取 200元。

不用出校园，用手机就可以轻轻松松赚
钱，小李答应了，并在手机上下载了小王所
说的贷款APP。

起初几个月，小李贷款的金额在 7000元
左右，到了下个月，对方就如期还上了，交易
成功，她也从中拿到了好处费。但好景不长，
今年 3月份，小李贷出款，对方没有还。“贷了
7000 元，这都好几个月了，还没还呢。”小李
说，之前就是因为信任老乡，才做了这个事，
现在出了状况，老乡却说他也没有办法。

记者告诉她，逾期不处理，会影响到她
个人的征信问题，以后贷款会比较麻烦。小
李说，她知道这个情况，可是又没有办法，她
已经申请了 12 期的分期还款，算下来，一个
月 300 多元，她准备从每个月的生活费里挤
出来这笔钱。

帮别人贷款却遇到问题的事儿，今年上
大三的小杨也遇到了。小杨说，大一时，舍
友和他说找了一个和驾校合作的活，可以赚
点外快，因为外省考驾照的人练完车才会给
钱，所以让小杨先帮忙贷款，让外省学员先
练车，学员还款后就能赚取好处费。因为相
信舍友，他答应了这件事。但没想到，一年
多时间了，一开始对方还能如期还款，但是
最近却联系不上了，还剩 7000多元的贷款没
还。小杨说，如期还款的那段时间，他拿到
过几百元的好处费。如今，他催舍友，舍友
找对方，对方每次只还几百元，有时候找不
到人了，贷款就一直拖着，“我和舍友的关系
也严重受影响了。”

警方提醒

东校区派出所的潘警官说，他们受理过
几起这样的案件，因为校园贷是学生贷出款，
再打给对方。有时候对方就是一些不法分
子，刚开始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他们都会
如期还贷，先获得同学们的信任，时间长了，
拿着钱就消失不见了。他们处理的案件中，
最少的贷款有 200多元，最多的有 3万元。潘
警官特别强调，一些不法分子虽然给学生们
打过欠条，但并不承认是让学生贷款，而是借
学生的，有的时候因为证据不足，学生会吃大
亏，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事情。

校园贷
大几千贷款还不了
她准备用生活费还 在校大学生兼职网上刷单被骗的事

情，山西晚报曾报道过很多次。记者采访
过一位兼职“帮网店刷单”赚钱的大一学
生，但没过多久，钱没挣上，自己的“本金”
还被套走。

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年上大二的小
郝，在大一的时候遇到一件烦心事。她做
的是网络兼职，刚到学校的时候，她的 QQ
上就收到高中同学发来的一条网络兼职短
信，因为是好朋友，她就没有多想，点开信
息里的链接，可以直接联系客服。很快，

“客服”上线回复信息，任务档次分四个级
别，不同档次，抽成不同。档次最高的在
10000元以上，按 18%抽成。看到这样高的

抽成，在网上操作，不用外出就能赚钱，小
郝动心了。她当下就填写了申请表，并让

“客服”核实自己卡上余额还有 1000 多元。
按照规定，小郝需要先支付 1000 多元作为
本金，刷单成功后，会连本带抽成一起返
还。

小郝付了款后，才意识到情况不对，她
赶紧联系客服，客服电话是对方网上留的
一个手机号，一直无人接听。小郝赶紧联
系同学，才得知同学的 QQ 号被盗了，上了
当的小郝只怪自己“太天真”。

在晋中公安建立的QQ群里，经常会有刷
单被骗的大学生加进来，讲自己刷单被骗的经
历。

有的时候，QQ 上会收到
一些好友发来信息，说家里人
出事了，急需一笔救急款，让
同学们帮忙转账几百元，甚至
上千元。很多时候，这种“好
友”信息其实是骗子使用的伎
俩。

“在不，帮帮忙。我的 QQ
号被盗了，要找回旧 QQ号，需
要加 3 个月以上的好友才可
以。”大二学生小陈说，有一
次，他的同学收到高中同学发
来的一条链接，没有多想就点
了一下确认，不一会儿，同学
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短信，让回
复 QQ 号和验证码，同学输入
后，很快，手机短信就收到银
行卡的钱被转走了。当时，同
学一下就蒙了。赶紧联系给
他发链接的高中同学，同学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

今年上大三的小杨想通过同学遭遇的事
情，提醒大一的学弟学妹引以为戒。他的舍友
在大一时，看到楼道里张贴的通知单里有需要
家教的，舍友就打听了一下，当时说好一个月给
400 元 。 但 第 一 个 月 结 束 时 ，对 方 并 没 有 给
钱。对方其实是个小公司，并没有钱，不过对方
答应过段时间会给家教统一结算。谁知道这位
同学一直在这家公司做了半年家教，好说歹说
对方才给了 200元。

小杨说，同学一直在等对方结账，就那样干
了半年时间，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就没有再继续
当家教了。当时没有签合同，也没有协议，只能
吃哑巴亏。

网上刷单
操作容易提成高 这活儿可别轻易揽

“Q Q好友”借钱
没有核实信息 汇完款才发现上当

求职做家教
说好的一个月400元 半年只给了200元

扫二维码付款
跟钱有关的交易
一定要特别谨慎

警方提醒

潘警官提醒，网上刷单的事情，比如刷一单
120元，不法分子答应连本带息会返还 125元，交
易 10 单就会返 1250 元，往往学生在交易 10 单
后，不法分子会告诉学生们，有些卡单，再继续
操作 10单，这样返还的钱会更多。其实，这个时
候，不法分子已经开始盗取学生卡上的钱了。

警方提醒
除了加好友的，还

有些人的 QQ 号被骗子
盗号后，骗子会给原主
好友们挨个发去“求助”
信息，大多情况下，骗子
跟好友聊几句后，就会
特别着急地说家里人住
院 ，不 能 长 时 间
聊 ，赶 紧 帮 忙 打
钱 。 潘 警 官 说 ，
他们接到的报警
中 ，这 些 同 学 在
汇 款 前 ，并 没 有
跟求助的好友核
实 信 息 ，汇 完 款
后 告 诉 对 方 时 ，
对方说没有这回
事 ，才 反 应 过 来
是被骗了。

潘警官提醒，新生
刚入大学校园，还没有
社会经验，特别容易相
信人，所以在遇到类似
情况时，一定要先通过
打 电 话 等 方 式 核 实 信
息，如果是假的，就不要
理会；如果是真实的，再
汇款也不晚。

律师提醒
山西杰力律师事务所的牛进

律师提醒大一新生，有些工作，大
学生们在干活时习惯性地口头约
定，一旦出现分歧，因为是口头约
定，就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及内
容。所以，在求职时，一定要记得
签一份书面合同，目的就是为了
维护自己的权益，明确约定双方
各自的权利义务，如果没有这份
书面合同，出现问题时同学们就
很难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