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4 日，南海公安分局平洲

派出所接事主小辉（化名）报警称，

自己在微信上找人购买“冰墩墩”纪

念品，不料微信转账后对方不发货，

后来微信也被对方拉黑了。

接报后，民警迅速展开调查。经

了解，小辉是一名学生，日前在网上

玩游戏时认识了一名网友，互相添加

微信聊天，小辉发现对方在朋友圈出

售各类吉祥物纪念品。

此时恰逢北京冬奥会，可爱的吉

祥物“冰墩墩”“雪容融”受到热捧，

也虏获了小辉的心。无奈官方网站售

卖的纪念品经常缺货，让小辉求而不

得。因此，当小辉浏览该网友的微信

朋友圈时，发现其正在出售“冰墩墩”

的各式纪念品。

看着一张张精美的图片，小辉喜

出望外，马上联系对方。经过讨价还

价，小辉以 168 元的价格选中了一

款“冰墩墩”摆件，并通过支付宝、

微信等转账到对方账户，对方承诺款

到发货。

小辉本以为很快就能抱得“冰墩

墩”归，没想到转账后，该网友开始

以各种借口推搪。小辉多次与其理论，

对方却开始耍赖起来，后来直接把小

辉的微信拉黑了。小辉惊觉被骗，无

奈报警求助。

此外，2 月 15 日，家住平洲夏

西的事主刘先生（化名）报警称，自

己通过微信群添加了一名好友，并多

次转账给对方，计划购入90多只“冰

墩墩”摆件。不料转账后，对方迟迟

不发货，最后直接“失联”，刘先生

共损失 83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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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避开注意避开

进入三月，正是打工人求职的高峰期。社会上的用人单位林林总总，招聘信

息花多眼乱，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特别是遇到“境外高薪工作”“动动手指，日

进千金”“交钱保入职”等信息，切勿轻信。求职时，要注意避开以下这些坑！

想买想买“冰墩墩”“雪容融”？？

当心这些骗局当心这些骗局

你买到“冰墩墩”“雪容融”了
吗？谁能帮忙买到“冰墩墩”“雪容
融”？近期，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冰
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
圈粉无数，许多周边产品几乎“秒空”。
如果此时有人说可以帮忙购买“冰
墩墩”“雪容融”，你会心动吗？南
海平洲的 2 位市民心动并行动了，
最终落入以售卖“冰墩墩”“雪容融”
为诱饵的骗局。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应理性消
费，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渠道甚至
高价购买“黄牛”的商品，以免遭受
经济损失。同时提醒广大商家，冬
奥会吉祥物属于奥运特许商品，售
卖假货违法，未经授权售卖真货也
属违法，切勿以身试法。

这些坑这些坑

新闻上频频爆出的缅北电信

诈骗案件告诉我们，外国的月亮

真的没有那么圆。在境外工作骗

局中，骗子会打着“高薪工作”

的幌子，通过网上发布或“朋友”

介绍等方式，利用免费提供前往

境外的机票食宿等方法，吸引人

员到达当地。之后通过诱骗手段

带其前往境外，并用暴力手段限

制被骗人员人身自由，强迫参与

电信诈骗、赌博、卖淫等违法犯

罪活动。

境外工作薪水高？小心有去无回

案
例

提
醒

刚满 20岁的阿权，在网上看到

一则招工广告：每月8000元底薪＋提

成，吃住全包，工作内容是夜场安保。

经过几通电话联系，听着对方

描述的前景、高月薪、包出境、好

生活，阿权就心动了。很快，根据

对方的指示，阿权来到了云南，辗

转多地到了边境。

当阿权反应过来自己是偷渡

出国时，已经晚了……到了缅北

的地界，大量当地武装持枪人员

把他们团团围住，强行把阿权带

到了“公司”。原来，这所谓的

公司就是搞电信诈骗的。
骗子公司通常在各种渠道发布

招聘要求简单、薪资丰厚的信息，

到了面试阶段，便以所学专业不符

或能力还有欠缺为由暂不录用，但

如果参加公司举办的培训班就能入

职，培训费用需自己先行垫付或者

支付，如无足够金钱可以找指定的

合作公司贷款，但等受害者完成培

训后会发现，最初招聘的公司早已

无影无踪。

入职培训要收费？千万不要先行垫付

案
例

提
醒

毕业生小李在应聘一家网络科

技公司时，对方以入职培训为名要

求他与某教育培训学校签署培训协

议，还推荐他从网贷平台分期贷款

作为培训费用。小李按照要求借了

网贷，察觉不对后要求终止培训解

除贷款，但却遭到拒绝，甚至还被对

方以“违反学校管理制度”为由索赔。

根据劳动法，只有签订正式劳

动（聘用）合同时，双方才可以约

定试用期，签订单独的“试用合同”

是不合法的。求职者一定要要求公

司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如果公司

不愿意，那就要留个心眼了。

试用期一拖再拖？就是拿你当“杨白劳”

案
例

提
醒

小秦到一家服装厂应聘，对方

和他签了试用期合同并让他立马上

班。按照服装厂的说法，试用期为

6 个月，最终由公司决定是否正式

聘用。小秦踏踏实实工作，根据需

要随时加班加点，谁知试用期结束

时，公司说他不称职，需要继续试

用。又试用了 6 个月后，公司却在

试用期结束前通知他，他试用期不

合格被辞退了。

“足不出户，几百进账”“动

动手指，日进千金”……这些在网

站、微信群、QQ 群内发布兼职刷

单就可赚佣金的信息，通常会让受

害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刷

单”。受害者一般都能成功提现一

至两次。但若之后再刷单，平台便

会提高其收益金额，需要受害者提

供“保证金”或增加投入等才能继

续操作，受害者急于获利从而被骗。

刷单兼职很方便？就是用小利引你上钩

案
例

提
醒

小徐在网上应聘后，仅仅两天被

一步步“引诱”进行刷单，险些被骗

大额财产。

骗子以小徐被录用为由，让其下

载“××通”“×信”App并将其拉入“企

业工作群”，然后发布“刷单任务”。

小徐按照要求步步操作，很快得到

135元返佣。

正当小徐感慨这份工作既轻松

又赚钱的时候，警方来电话了。原来，

民警接到预警指令，致电小徐告知其

正遭遇刷单诈骗，千万不能转账。

骗子称可以帮忙找稳定、体面、

高薪的优质工作，但需要感谢费、好

处费进行疏通关系，收到钱财后骗子

会给出一些假的劳动合同或聘用通

知，一旦受害者发现事情不对劲，骗

子就开始推三阻四，最后消失不见。

交钱就可保入职？哪有这种捷径走

案
例

提
醒

小张从手机上看到招工信息，

上面写着交钱可保送入职，获得

政府部门合同工名额。随后，小

张留下了个人信息，对方称这位

安排工作的“能人”是一名交警，

家里有亲戚在政府部门上班，出

钱可帮安排工作。过了一段时间

后，小张给对方汇了钱，这位“能

人”也拿来了一份劳动合同、一

份入职通知书。

之后，对方又以应急为名，借走

了小张1万元左右。借完款后，这位

“能人”再也联系不上了，小张才知道

自己受骗。

在找工作时，从网络上或“好

朋友”口中听说外地某家公司效

益和待遇特别好，甚至还可提供

去程的路费时，更要多留个心

眼，不要贸然前往 , 一定要多方

核实。

朋友推荐高薪工作？看清是不是传销

案
例

提
醒

小陈通过朋友的介绍做直销卖

产品，来到“公司”后没想到却误入

传销组织，被传销组织控制一个多月。

在这期间，有七八个人守着他。

无奈之下，小陈只好假装服从

传销组织命令，并向父母借了一万

元钱。最后，利用空隙，找人帮忙，

最终得救。

求职者

招聘
职位

套路一：“以次充好”
骗子用盗版品冒充正品，以次充好，骗取高额

收购款。

套路二：“空手套白狼”
骗子声称有“冰墩墩”等热门商品、纪念品出

售，要求先转账付款，收到货款后拉黑买家。实际

上骗子手里根本就没货，就是瞄准了买家急于购买

的心态实施诈骗。

常见套路

防骗提醒

1  相关部门已公布，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将至少

持续销售到今年 6 月底，广大市民应理性消费，

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渠道甚至高价购买“黄牛”

的商品，以免遭受经济损失。

2  对各种有关冬奥会的抽奖活动，要登录冬奥会

官方网站或向权威机构核实。

3  购买奥运周边产品时，遇到需要提前支付“预

付款”、“定金”、“手续费”等，诈骗的可能

性极大，千万不要轻信。

4  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和网页，不要轻

易在网上泄露自己的身份信息、存款信息、银行

卡信息等。

5  一旦被骗，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拨打 110 报警。

案例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