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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暑期工要长点心：

这些“就业陷阱”要警惕！

1.应先查看职介所是否有劳动部
门颁发的职业介绍许可证和工商部
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只有“两证”齐全
才能从事职业介绍工作。

2.在应聘前要清楚应聘的岗位所
从事的工作内容和性质，一定要和用
人单位签订书面协议。求职时如遇到
类似情况，要掌握确实证据，向劳动
监察机构举报。

3.任凭传销组织的骗局如何花样
百出，只要其具备“缴纳入门费”“拉
人头”两个特征，就可以断定其涉嫌
传销。暑期求职打工切不可相信一些
网络广告。

4.要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自
己的职业，娱乐场所鱼龙混杂，刚出
校门的高中毕业生或准大学生尽量
不要到酒吧、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工

作。
5.有关法规明确规定，用人单位

在招用工时，不得向求职者收取抵押
金，更不能扣留身份证、学生证等证
件作为抵押物，用人单位私自向求职
者收取抵押金属于违法行为。在这种
情况下，一定要求用工单位或中介出
具凭证，并加盖单位公章。

（钟新 南工）

日前，各阶段的毕业生将走上街头打暑期工，

或步入社会参加实践、踏上职场。然而，一些骗子却

盯上他们并精心设下骗局，比如：收取各种名目的

费用、以考察为名无偿占用劳动力、编织境外就业

的美丽谎言以及试用期把戏等“就业陷阱”。这里我

们梳理了一些打工陷阱花样以及危险预警，同时提

供 5招破解之法，教打工者如何防骗。

暑期工成了“酒托小姐”

小云是杭州某职高的高一学生。今年初寒假
期间，她为了勤工俭学，在同学的介绍下到杭州下
城区一家咖啡店做服务员，后在老板娘的忽悠下
成了“酒托小姐”。

其实，这家店专门雇有一批“键盘手”，通过
QQ、微信冒充女性搭识男网友约见面。一旦有人

“上钩”，他们就会把网友资料发到一个群里，所有酒
托小姐都在这个群里面，可以自由选择接待哪位。
就这样，短短三天，小云就接待了至少5名网友。

消费时，咖啡馆服务员会将低档红酒勾兑后
冒充高档酒高价卖出，同时高价销售普通食物及
饮料。消费所得，“键盘手”、酒托小姐、店老板会按
比例进行分配。

不过，在小云当上酒托后的第 3 天，这家咖啡
店就被公安机关查处。小云虽然只做了 3 天酒托，
但因为涉及的金额已经达到了诈骗数额标准，触
犯了刑法，构成了诈骗犯罪，下城区人民检察院正
在对案件进行审查。

暑期工因业绩不佳被罚喝醋

江门新会一位 16 岁女孩阿丽（化名），去年 7
月底开始在一间健身中心打暑期工。阿丽说因为
他们做不够业绩，就被健身中心的主管逼吃蒜头
和喝醋，搞得她不舒服。据阿丽提供的视频可以看
到，穿着工服的阿丽坐在地上，一边喝醋一边吃蒜
头，旁边还站着十几个和阿丽一样，在这间东泽国
际世纪健身房打暑期工的学生。

镜头前的这位女孩吃了三瓣蒜头，喝了半杯
一次性杯子的醋，然后就觉得不舒服，手脚麻痹和
肚子疼。

同在健身房打暑期工的阿峰告诉记者，当时
只有阿丽一个人受到了惩罚，其他人都没有。

轻信同学找暑期工被骗

去年 7 月 19 日，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大一男生石文离开佛山亲戚家到广州，自称
有一广州同学介绍暑期工，但家属对该同学身份
并不清楚，之后与家人失去联系，怀疑被骗入传
销。

无独有偶，去年 7 月 18 日，湖南怀化学院大
三女生隆小燕来广州找暑期工，通过 QQ 联系上
一名初中同学，带她找到一份暑期工，谁知失联
了。7 月 23 日中午，她联系上了哥哥称被人控制，
之后再次失联。家属怀疑被骗入传销。

1.刷信誉诈骗
让学生在网上帮人刷单，以高薪

诱惑，抓住他们涉事未深和急于挣钱
的心理，对初出校门的学生行骗。

2.打字诈骗
以印刷厂、广告公司等单位名

义，发布新媒体应聘信息，招募手机
聊天打字员，便通过植入病毒的木马
让对方点击，直至骗到钱为止。

3.传销漩涡
传销组织鼓吹自己从事电子商

务、人际网络、网络销售、框架营销等，
用所谓的“经济理论”“市场营销手法”
欺骗缺乏社会阅历的准大学生加入。
同时，一些网络传销还会通过网络购
物、付费广告点击、网络游戏、网络加
盟、金钱游戏等载体发展下线。

4.通知应聘
招工短信、网络招工信息或者自

己发出求职信息后，均有可能使自己
成为受害者。骗子有可能让其到高档
会所面试，然后让缴体检费、面试费
等，并让学生等候上班通知。

5.“黑中介”赚昧心钱
一些不规范的中介机构以“某某

企业急招暑期打工者”的幌子引诱大
学生报名，收取中介费。一旦交完费，

“招用信息”便遥遥无期。
6.非法收取抵押金
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往往收

取不同金额的抵押金或收取身份证、
学生证作为抵押物。这类骗局通常在
招工广告上称有文秘、打印、公关等
较轻松的岗位，待人交完钱后，招聘

单位利用职位已满等理由推脱，让人
回家等消息，接下来便不了了之。

7.廉价劳动力专在假期找
个别企业平日积攒下一些员工

不愿从事的脏活、累活，待假期一到，
找一些准大学生突击完成，然后给一
点钱打发了事。更有少数无良企业暑
期招录准大学生当短期工，利用他们
涉世不深、维权意识淡薄的弱点，在
即将发薪时找借口 （如出现重大差
错，给企业造成损失等）将其辞退，或
者以种种理由克扣工资。

8.娱乐场所高薪招工
有的娱乐场所以特种行业的高

薪来吸引求职者。工种有代客泊车、
侍者，到这些场所打工，容易误入歧
途。

■提醒

八大陷阱

1.离谱高薪，可能有假
无论是全职或打工，初次求职的

新人对薪水常有高于实际上的需求。
因此一些用人单位即以夸张、离谱的
高薪为饵，如欢迎社会新人，薪水
3000 元起等，诱使求职者上钩。

2.条件宽松，或有隐情
招聘条件宽松的企业或许另有

隐情，工作性质不清，任务不明，遮遮
掩掩、行动诡秘，这时就要非常留心，
可能已沦为不法之徒的帮凶。可能正
从事涉毒、偷运、销赃、窝赃、传销等

非法工作。而一旦事情败露，违法者
全无踪影，而你却成为替罪羊。

3.粉饰工种，实重业务
市场上推销员等业务人员工作

辛苦，报酬不高，但用人单位需求甚
多，于是普通的推荐工作往往被极尽
粉饰、包装之能事，求职者往往直到
上班的第一天才知道实情。

4.索要各种证件、签名、盖章
如果大学生在招聘中留下重要

证据之类的东西，就可能成为欠费、
欠税、担保人等各种形式的债务人，

也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的对象。
5.索要各种费用
要办证费、资料费、报名费、劳保

费、保险费等名目繁多的收费。请切
记，没赚钱绝不花钱。

6.无休止面试盘问家庭等情况
如果对方为掌握你的全面情况无

休止面试，你可能已经处于危险的境
地。要么设下小圈套让你闯祸，然后
高价索赔；要么你的家人朋友可能接
到你车祸、病危此类的通知，于是匆匆
将钱转入了不法之徒的账号。

■个案

五招破解

六大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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