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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方
米，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电话：13832738807 中介勿扰

近日，辽宁省沈阳市最低气
温近零下 20摄氏度，李越围着
烧烤车烤火还是冷得直跺脚。即
便没有顾客，他还是想等一等再
收摊。

2023年7月，发觉烧烤摊赚
钱，33 岁的李越便在网上联系
到一家餐饮培训机构。对方声
称，培训免费，只收取物料费。李
越便报了名。可在培训过程中，
他先后被要求购买烧烤车等物
料和教材，花费1.6万元。

两个月后，李越正式出摊，
每天14时出摊，21时收摊，一天
营业额不到 500元。这让他有些
失望，“每个月的收入，勉强支付
物料费和摊位费，到现在还没回
本。”

李越的遭遇不是个例。记者
调查发现，一些机构以“免学费”

“高收益”“培训周期短”为诱饵，
招揽有创业意愿的人员前来培
训，实则暗藏骗局。

声称不收学费
实则收取高价物料费

被公司裁员后，李越萌生了
创业的念头。

“免费培训上百种风味烧
烤，帮助出摊指导，从摊位、经营
等方面提供技术及经验指导。月
入10万元，7天学会。”看到不收
学费、简单易学的烧烤培训项
目，李越动了心。

经过一周多时间的培训，李
越发现，除了购买 1.6万元的物
料和教材，开烧烤摊所需秘制调

料、特殊厨具等，都需从该机构
处购买，且比上课时所谓的“学
员价”贵了一倍。

发现被套路后，李越只能硬
着头皮继续干下去，“机构称用
料特制，我担心用料不对会影响
口味和客流，所以不得不继续从
机构处高价购买。”

创业浪潮下，部分行业因门
槛低、市场大、资金回流快、投资
灵活、风险小等优势，成了不少

人的热门选择。紧接着，各种创
业培训班应运而生。一些机构为
创业者提供运营辅导、咨询等培
训，对其日常经营和发展起到推
动作用。不过，也有一些机构“假
培训、真骗钱”。

记者在某消费者投诉平台
搜索发现，有关创业培训欺诈学
员的投诉多达数千条，投诉内容
包括饥饿营销、虚假宣传、诱导
消费和包装资质等。有学员投诉
称，花 4万元参加培训、开设网

店后，迟迟没有开单，培训机构
客服诱导开通代管服务，学员表
示不同意后“被拉黑”；有学员举
报称，培训机构与商家串通，营
造虚假爆火客流；还有学员投诉
称，培训机构承诺开店零收入即
退学费，但实际上不予退款。

“门槛低不等于没有门槛。
想获得好的收入，需要懂技术、
花心思。仅凭短期培训就想掌握
盈利密码，不现实。”在餐饮行业

从业 20年的罗永存说，“目前，
市面上创业培训的质量参差不
齐，要么只是入门培训，教一些
店铺营销、成本控制等内容；要
么太高大上，教一堆行业闭环、
赋能等互联网词汇，没有联系行
业实际。”

达不到收益便退款
都是套路

记者检索投诉平台发现，加

盟代理、加工种养、无货源开网
店等创业培训套路繁多。

这些培训机构多承诺达不
到收益便退款。但实际上，“不退
款”“不兑现承诺”是学员投诉最
多的两种情况。有的培训机构收
取高额学费，不按承诺退费；有
的依托授课发展二级代理，学员
招不到新客户，机构便不予返
钱；还有的机构将员工包装成专
家讲师，从网上下载拼凑视频当
课程售卖。

机械加工专业的刘彬彬大
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
作。2023年 2月，他在网上看到

“承包代理、轻松创业、月入过
万”的全自动排线技术培训。该
培训机构声称全程指导、物料支
持、免费运送、高价回收，学成后
月收入达 2 万元。他便签了协
议，交了 2万元学费，花 6500元
购买设备，又先后分 3 批进了
4.3万元的原料。

然而，1 个月后，当刘彬彬
把第一批成品交付给机构后，对
方称产品不合格；次月，又不合
格；第三个月交货时，还是不合
格。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刘彬彬拿着写有“不赚钱可
全额退款”的协议，到当地消费
者协会投诉后，得到答复，“该机
构的经营范围不包括教育培训，
所签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只能
通过诉讼要回学费。”

就学费退还的问题，上海段
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孟
宇平表示，要根据培训费的收取
是否合法、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

有效、有效协议的条款是否有约
定，以及当事人的具体情况确
定，“对于不合法或无效协议的
培训费，当事人可以要求退回，
但是合法和有效协议，较难通过
诉讼退回。”

压实网络信息平台责任
加强监管

针对创业培训乱象，辽宁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王磊表示，问题的根源不是培
训，而在于不良机构利用网络
信息平台的监管漏洞，抓住劳
动者急于掌握一技之长的迫切
心理，通过虚假宣传和培训进
行牟利。

“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违法
成本。”王磊建议，针对教育培训
类广告，要细化专项法规、细则，
由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
门联合监督落实信息平台的审
查职责，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同
时，适应产业发展趋势，开展专
业且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做
好就业指导、岗位推荐、公益培
训，纾解劳动者的困惑，帮助他
们结合自身兴趣、能力，选择适
合自己的培训项目，增强职场竞
争力。

孟宇平认为，治理创业培
训骗局，关键和难点在于如何
斩断不法机构利用网络平台进
行引流的链条，厘清引流平台
的法律责任，压实平台责任承
担机制。

据《工人日报》

不收学费，实则收取高价物料费；承诺开店零收入即退学费，实则不予退还

“7天学会”且“月入10万”，“创业培训”套路多

不久前，入行 4个月的北京
外卖小哥张超遭遇了“崩溃瞬
间”。

那天晚上，路滑，他的车子
在送单路上一不小心翻倒在了
路边，外卖箱里的水饺撒了一
地。他赶紧返回餐厅重新给顾客
打包了一份水饺，可是等送到时
已经迟了整整 30分钟。尽管做
了解释，他还是在几分钟后收到
了差评。

“心里委屈，但也只能认
了。”跑了一天的张超，在那一瞬
间“破防”了。

超时、投诉压力大，与商家、
客户、保安沟通存在障碍，不被
理解、职业认同感低……随着外
卖小哥情绪崩溃的短视频多次
冲上热搜，张超们的心理健康问
题愈加受到关注。

小哥的“心事”

40岁的王连景在北京回龙
观一带做专送骑手已有 6年时
间。他所在的站点，骑手平均年
龄不到30岁。

王连景告诉记者，像他这
样的老骑手，一般都会顺路同
时多送几单，有时刚取完餐，订
单时间已经“余额不足”，不得
不跟时间赛跑。“一旦超时，一单
6元—7元的配送费就要被扣掉
一半，遇到顾客投诉或者差评，
平台还要额外扣钱。”

除了“赶时间”的焦虑，王连
景肩上的经济压力也不小。

“多赚些钱，让家人过得更
好。”这是王连景每天跑单的最
大动力。他的家人都在黑龙江伊
春老家生活，他是家庭的经济支
柱。为了节省开支，他和几个骑
手一起合租在小平房里，每月房
租只要几百元，平时吃饭也会选
择骑手半价的优惠商家。

为了能多送几单，他从早上
6 点上线，一直干到晚上才下
线，只在吃饭时休息 20—30 分
钟 。这 样 一 天 下 来 ，能 送 出
70—80单、收入 400元左右，他
每月的收入都能超过万元。

王连景对区域内的送餐路
线早已了然于胸，每天送餐几乎
不用导航，和商家、客户沟通也
颇有心得。不过他坦言，熟记线
路图、优化配送顺序、学习沟通
技巧、应对突发状况，这些配送
工作中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对
新骑手来说压力不小。

20 岁的张超也有自己的
“心事”，他性格内向，每天送完
餐就回到出租房休息，不知道什
么时候才能找到女朋友。

采访中，多位外卖骑手还表
达了一种担心：平台一直在控制
成本，一旦对配送单价进行下
调，要维持收入，就不得不延长
跑单时间。

职业认同感需要提升

为了疏解外卖小哥的“心
事”，2023 年 11 月 8 日，中国财
贸轻纺烟草工会启动外卖配送

员心理健康专项服务活动，先后
在杭州、北京、兰州、南京、成都
5个城市，举办了 5场心理健康
服务活动。北京懋德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副主任孙丽华全程参与
了这次活动，在与外卖小哥面对
面、一对一交流的过程中，她对
小哥的心理困惑有了具体“画
像”。

孙丽华告诉记者，除了超
时、投诉压力大，与商家、客户、
保安等的沟通存在障碍，老带
新、团队管理有困难，与家人异
地缺少情感交流，个人婚恋问题
难以解决等因工作压力、人际交
往造成的具体困扰，一些外卖小
哥还面临更为隐性的困扰。

“一些骑手发现自己存在焦
虑、失眠、情绪失控等情况，却说
不出具体原因，深度了解后，他

们其实对目前的工作缺乏职业
认同感，对于自己和行业的未来
都感到不确定。”孙丽华说。

宋增光是首位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的外卖骑手，他从骑
手到站长，再到培训专员的逆袭
经历，让不少骑手看到了通过送
外卖“向上”的可能。

宋增光平时经常与骑手谈

心，他表示，现在外卖骑手的用
工主体变成了90后、00后，他们
的想法很活跃，很多人是看中了
职业自由度，想挣点快钱，确实
缺乏长远规划。

“加强对骑手的思想引领，
让他们有更充实的精神生活。”
宋增光所在的上海普陀区，已经
开展了不少针对外卖小哥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公益活动，包
括读书分享会、文艺汇演、健康

体检等，不断增强小哥对城市社
区的归属感。

整合多方力量减压

如何更好地帮助外卖小哥
疏解压力和负面情绪，帮助他们
以更加健康的心态对待工作和
生活？

孙丽华表示，首先，加大宣
传引导力度，让外卖小哥主动
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遇到情
绪问题不要硬扛，而是求助专
业人员帮助打开心结。其次，要
打破“生病了”才需要心理咨询
的错误认知。在咨询现场，孙丽
华和同事们能明显感到，有的
外卖小哥因为有顾虑，不好意
思上前咨询。

“平台多一些人性化的设
置，外卖骑手可能就会少一些情
绪崩溃的瞬间。”孙丽华建议，平
台对于送达效率的判断可以有
更高宽容度；对于无法骑车进入
的小区或者园区，可以在后台进
行统一标注；优化反馈渠道，给
外卖骑手更多申诉空间。她也希
望消费者能对迟到的订单多一
些理解，慎用投诉权。

宋增光建议，平台可以通过
优化培训制度或者其他方式实
现效率管理目标，比如参加一定
时长的培训，考核合格后可以积
累积分，用积分抵扣处罚。

多方力量也在形成合力，通
过人性化方式为小哥减压。

据《工人日报》

“一些骑手发现自己存在焦虑、失眠、情绪失控等情况，却说不出具体原因”

外卖小哥的“心事”谁来疏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