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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C_9F_E6_9D_A5_E4_c123_280086.htm 寒假来临，一部分大

学生选择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度过假期。近日，记者在高校采

访时发现，选择校外勤工俭学的学生中不少都有被骗经历，

被骗形式多样。那么，他们是如何受骗的？如此勤工俭学给

他们带来了什么？谁来保护这些学生的利益？对此，我们进

行了采访。 种种陷阱需设防 陷阱一：小陈是太原理工大学研

一的学生，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去年暑假一开始，他就和

几位同学在千峰路一家教中介公司登记了求职信息，工作人

员应允可以马上为他介绍一份合适的家教工作，并交纳“中

介信息费”50元。钱交了，然而两个月的假期，却让他无比

郁闷。 原来，中介公司给小陈介绍的第一条家教信息的电话

，小陈根本联系不上。随后，中介又给了他第二条信息，对

方又说已经找到老师了。接着，中介又介绍了第三条、第四

条⋯⋯仍然无果。此时，两个月的假期已到，小陈和许多同

学们遇到的情况类似，大家方知中介提供的都是虚假信息，

他们每个人交的50元中介信息费打了水漂不说，还白白浪费

了两个月的时间。 陷阱二：小严和小马是某高校大二的学生

，去年11月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他们和附近几所高校共20余

名学生一起，在我市大南门附近一家手机大卖场做宣传促销

，向行人散发传单、介绍产品等，每人给30元。“从早晨8点

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多，饭都顾不上吃，那天天气还特别

冷，可是30元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少了，快够一个星期的饭

钱了，所以我们坚持了下来。”小马说：“可是，卖场的经



理说，在促销过程中遮阳伞被城管没收了，最终我们一分钱

也拿不上。”在寒风中站了10多个小时，一分钱没拿上，还

被经理数落，小严觉得很委屈。 陷阱三：把大一新生作为“

下手”对象，山西财经大学学生会的小牛介绍，有时会有些

推销的人冒充学生混进大一宿舍，掏出一堆类似于化妆品、

录音机的东西，给他们“提供社会实践机会”，并告诉大一

学生“通过推销，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把原本只值100多

元的东西，800元卖给学生，还说是给学生的优惠价。最终，

学生将“血本无归”。 还有的人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使在

校生误入传销陷阱；以高薪招聘的方式，使在校生难辨真伪

⋯⋯ 屡屡受骗找原因 对一些高校学生处和在校生的调查中发

现，在校生选择校外勤工俭学，从事兼职，除了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是想缓解家庭经济负担外，还有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

学生是为毕业后的就业预热，他们试图通过实践的方式，提

高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更多的学生是两者兼有，在不耽误

学习的情况下，边赚钱边实践。另外，虽然学校本身也提供

了不少勤工俭学岗位，但由于岗位相对较少、岗位工种单一

等，无法满足学生需求。这些原因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社

会。 与此同时，在求职过程中，不良商家利用大学生打工心

切，阅历较浅，设下形形色色的陷阱，涉世未深的在校大学

生便成了他们的瓮中之鳖。 “很多学生受骗后都不知道该怎

么办，不和学校说，也不报警。”太原师范学院学生处负责

人说。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欠缺的大学生们就是这样给

诈骗者提供了机会，形成恶性循环，受骗的学生“前赴后继

”。 谁来撑起保护伞 目前，包括研究生在内，我省高校在校

生约36万人，少部分人有过勤工俭学经历。而我省还没有一



家由政府提供的学生校外勤工俭学中介机构，学生一旦受骗

，就只能自认倒霉。对此，山西并州律师事务所的吴澄律师

表示，在选择打工时，应首先确认用工单位是否有法人资格

，是否有工商、税务部门颁发的合法营业执照，是否有固定

的营业场所，招工单位是否有招工权。勤工俭学时要争取与

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协议，通过契约关系明确权利和义务。而

一旦发生争议协商不成，可依据《民事诉讼法》向法院起诉

，维护自身权益。 另外，吴律师也表示，并非学生提高警惕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就能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学生在校外勤

工俭学缺少有效的组织，学校应该担负一定责任。同时，社

会也应给予关注，类似于中介机构，应该纳入社区，或者劳

动、工商部门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