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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暑假打工签协议，里面出现“寒假”字眼
我市警方破获一起利用暑假招工诈骗大学生的案件，有20多名大学生被骗

据警方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在被骗
的大学生中，只有2人核实了那家公司
的信息。民警说，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
识较弱，每年假期，他们都会接到大学
生因找工作被骗的报警。暑假打工，大
学生要擦亮眼睛。为此，记者整理了以
下常见的招工骗局及应对措施：

1.干满期限才给钱
用人单位称要干满一定期限再给

钱，事后找借口拖延。
应对措施：拖欠工资，应立即停工，

可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
举报，或到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
仲裁。

2.以高回扣为诱饵
以招销售人员为名，应聘后却被连

哄带骗买一些商品，然后再让应聘者如
法炮制去哄骗他人，以高回扣作为诱饵。

应对措施：核实公司是否进行了工
商注册，拒绝购买商品；如上当购买商
品，可到法院起诉撤销买卖合同。

3.以中介的名义帮找工作
交了中介费，但中介机构以无合适

岗位为由，拖到开学，然后不了了之。
应对措施：事前先核实中介机构的

信用状况，交费时需要求中介机构明确
其服务的期限、价款及违约责任等，签
订书面合同。若被用人单位扣押保证
金，可以到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见到
了这份所谓的协议：明明是招暑
期工，协议上的“暑假”俩字却被
两次错写成“寒假”。大学生只要
稍加留意，就能发现其中的错误。

对于这份协议，河南安多律
师事务所律师平艳玲说，大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属于短期劳
动关系，法律上未强制签订书面
合同，但大学生可以与用人单位

签订协议，且一定要事先和用人
单位明确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等
信息，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平艳玲提醒，大学生应对用
人单位进行调查，例如企业背景、
注册情况等信息，还要保存好收
款收据等材料，这些都是维权时
的有力依据。用人单位不能以任
何理由收取劳动者用人费用，也
不能要求劳动者抵押身份证。

民警讯问得知，3人中的许某
和吴某是安徽人，目前在安徽一
所职业技术学院就读，而杨某是
孟津人。2013年，杨某与许某相
识。近日，3人合计打算以暑假招
工的名义捞一笔。

许某和吴某是大学生，能摸
透大学生的心理，于是假装南京
公司方面的介绍人。他们在网上
下载了一份协议，改改公司名称

后，这场自导自演的骗局就开演
了。为保万无一失，吴某还找人
制作了假身份证。

民警说，这3个嫌疑人还骗取
了3名大学生作为下线，准备招收
更多的大学生。他们目前共骗了
20多名大学生，涉案金额3000多
元。许某、吴某因涉嫌诈骗被刑
事拘留，杨某被取保候审，此案还
在进一步调查。

6月下旬，洛阳理工学院、河南科
技大学出现了3个男子，他们拿着一
家南京科技公司的实践协议，表示可
以介绍大学生到该公司打暑期工，不需
要交中介费，只用交100元至200元的
体检费和车费。不少大学生听后动了
心，与这3个介绍人签订了协议，等着
对方通知他们去打工。

6月 29日中午，签了协议的洛阳
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小邹让在南京的
同学打听一下这家科技公司。小邹
的同学查询后告诉他，该公司规模不
小，属于正规公司，还给小邹要来了
公司的电话。小邹顺便给该公司打
电话咨询了一下，没想到，对方表示
根本不在洛阳招暑期工。

小邹不解，那招工的3个人是干啥
的？小邹再一想，他根本不知道介绍
人的个人信息，就等着对方跟自己联
系。小邹感觉不对劲儿，赶紧把相关
情况报告给学校保卫处。学校保卫处
与古城派出所民警取得了联系。当
晚，小邹在校园里发现了其中一个介
绍人，民警到场后将其控制，然后顺藤
摸瓜将另外两个介绍人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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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来，职场将迎来一
股热闹的大学生打工潮。积
累了经验，还能赚取零花钱，
这恐怕是大学生心里的碎碎
念吧。可是，6月29日，古城派
出所民警破获的一起利用暑
假招工诈骗大学生的案件，给
不少想打工的大学生头上泼
了一盆冷水。

签订协议打暑期工，
结果发现被骗

在诈骗团伙中，有俩人也是大学生

协议上有明显漏洞，他们竟没发现

招工骗局，
大学生要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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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里写着“寒假”，这样的漏洞竟没人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