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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我微信，免费领皮肤。”
“我是明星助理，完成任务就能
获得视频通话机会一次！”“不听
话，小心把你抓到监狱去。”……

近期，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
网络诈骗案时有发生，尤其小
学、初中阶段学生，由于警惕性
较差，稍不注意便踏入诈骗分子
精心设置的陷阱，造成经济损
失，甚至心理伤害。

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
诈骗有哪些常见的套路？如何保
护未成年人，有效防范诈骗？针
对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诈骗未成年人套
路多样

一天晚上，11 岁的陈某正
在刷短视频。“家人们，点关注不
迷路，成为粉丝就送游戏限定皮
肤哦！”突然弹出的直播画面，引
起了陈某的兴趣。

在穿着公主裙的女主播身
后，正是陈某心仪已久的游戏皮
肤。陈某立即点击关注，私信框
马上弹出粉色气泡：“小可爱要
皮肤的话，点这里进粉丝群。”进
群后，“客服”很快发来弹窗，陈
某激动地把自己想要的皮肤告
诉“客服”。

突然，陈某的手机屏幕跳出
盖着“中国公安局”红章的截
图，并发来警告：“检测到您是
未成年人，本次操作导致公司
账户冻结 6万元！必须配合激活
解冻，否则将追究监护人‘刑事
责任’！”陈某立刻紧张了起来。

因担心父母得知自己“闯

祸”，陈某想方设法拿到母亲的
手机，按照对方指示下载了各种
软件。对方通过共享屏幕软件查
看到陈某母亲的手机验证码，将
绑定银行卡中的资金全部转走。
当陈某看到母亲手机上的转账
信息才恍然大悟，立即告知母
亲，并一起前往派出所报案。

“目前，针对未成年人的电
信网络诈骗案频发。”云南省昆
明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工作
人员林琼介绍，案件类型主要以
刷单返利、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
易、冒充公检法等为主。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一些不
法分子宣称免费送游戏装备，再
通过激活费、认证费、验证费来
骗取未成年人钱财，诱导孩子
用家长手机进行转账操作，或
者以“解除游戏防沉迷限制”为
由，通过共享屏幕等手法，获取
家长的微信或支付宝账号及支
付密码，骗取钱财。此外，还有
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短视频网
站、聊天工具等渠道发布红包
返利虚假信息，诱骗未成年人
入群，随后以手续费等多种借
口进行诈骗。

林琼介绍，近期警方还发现
有不法分子以加入“明星粉丝
群”为诱饵，冒充公检法工作人
员，恐吓未成年人涉嫌对明星造
谣等，让未成年人打语音电话配
合调查，还称可以帮未成年人洗
清嫌疑，诱导其进行转账。

有的不法分子还会利用亲
情关系编造故事。比如有人给某
初中生打电话，说她爷爷涉嫌违
法犯罪，如果不按照要求操作，

就把爷爷抓起来，诱导该初中生
通过微信转账 1万多元。“不法
分子会先利诱，后恐吓，几种手
段结合。再通过刷脸支付、下载
远程协助软件、发送验证码等方
式实现转账、充值，或者账号换
绑。”山西省太原市反诈中心二
级警长李婉彤说。

未成年人社会经
验不足，反诈意识较弱

为何骗子频频向未成年人
下手？

“骗子骗人有时是无差别攻
击的，只是未成年人更容易中
招。”李婉彤介绍，一些未成年人
受骗，其实和家长有很大关系。
有些家长觉得孩子还小，于是放
松了警惕。

李婉彤解释，有的家长喜欢
设置人脸识别、免密支付等支付

方式；有的家长在让孩子玩手机
的同时，手机里也运行着各类社
交软件和银行APP。其实，孩子
经常在家长身边观察，家长如果
不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各类密
码，孩子很容易获取。

未成年人社会认知不足、经
验和常识缺乏也成为骗子下手
的原因。“比如冒充公检法人员
的套路，成年人都会害怕，何况
是小孩。”李婉彤说。

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榆次
分局四级警长樊佳烨介绍，11
岁的李某在某K歌APP上与关
注他的某个账号视频通话，对方
出示了“警官证”，声称是北京的
警察，需要他配合案件调查。李
某惊慌之下，用手机摄像头拍摄
了家长的支付宝、微信等银行卡
信息，并发送验证码，李某按照
对方要求一通操作后，其母亲共
计损失2万多元。

建立良好亲子关
系，重视反诈宣传教育

如何帮助未成年人有效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

“良好的亲子关系至关重
要，只有让孩子树立‘遇到事情
找父母’的观念，才不会给骗子
可乘之机。”李婉彤介绍，很多孩
子被骗，宁愿相信陌生人都不向
父母求助，就是因为害怕父母。

“未成年人的家长一定要多
陪伴孩子，减少孩子玩手机的时
间，多给孩子普及防骗知识，教育
孩子不要轻信陌生人，不要轻易
添加陌生人联系方式，切勿随意
使用父母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
等资金账户进行支付。同时，为自
己的手机设置安全性相对更高的
支付密码，对存有大额资金的银
行卡或微信、支付宝等账号密码
进行妥善管理，切莫轻易告知孩
子支付密码。”林琼提示。

学校的反诈教育要跟上。许
多孩子根本不知道“诈骗”的概
念，在手机上进行的一些操作，
以为只是正常的购物、交友行
为，并不清楚可能存在的风险隐
患，建议学校要积极联动有关部
门进行反诈宣传。

可以有意识地培养一些好
习惯。比如，家长与孩子约定好
每天上网时长，合理安排手机、
电脑等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多培
养其他兴趣爱好，让孩子适度游
戏，快乐成长。孩子玩游戏时，尽
量使用没有绑定银行信息的设
备。 据《人民日报》

一些企业在招聘时将第一
学历作为“硬杠杠”。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建议用人
单位取消不合理的学位门槛和
院校出身限制，给予求职者公平
竞争的机会。日前，教育部印发
通知，要求严禁发布含有限定
985 高校、211 高校等字样的招
聘信息。

“因为第一学历是‘双非’
（非985、非211）院校，应聘某些
知名大厂、研究院和央国企连进
面试的机会都没有。”4月 9日，
国内某知名 985 高校的研三学
生李志宇向记者讲述了他参加
秋招求职的“囧事”。

近年来，每到毕业季，关于
第一学历就业歧视的话题常常
引发热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建议破除就业唯学历论话题”
冲上热搜榜第一位，多位代表委
员建议用人单位取消不合理的
学位门槛和院校出身限制，给予
求职者公平竞争的机会。

本科“双非”求职
者遇学历门槛

本科毕业后，李志宇以高出
国家线 50 多分的成绩考入某
985高校的电子信息专业。研究
生期间，他多次拿到奖学金，在
SCI上发表4篇论文。

“找工作时我投了几家汽车

和互联网行业的大厂，都因第一
学历被拒了。”李志宇说，虽然企
业不会明示，但“卡”第一学历已
成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学生
们还会戏称这样的企业为“学历
厂”。

碰到“学历厂”，即便是同一
院校、相同专业甚至同班的研究
生，也会因第一学历差异，有不
同的待遇。

“2021 年博士一毕业我就
投了老家的一所 211高校，对方
打电话很客气地告之，我的本科
经验跟他们的目标不是很匹配，
这让我以为自己跟重点高校无
缘了。”某 985高校讲师李楠楠
说。

李楠楠本科“双非”，但硕士
考上了全国排名前十的高校，博
士就读于全球百强高校，其间出
国访学，发表多篇论文、参加多
次学术会议。

即便如此，李楠楠仍遭遇了
第一学历歧视，但她发现并非所
有重点高校都将第一学历作为

“硬杠杠”。入职现在的高校后，
行政人员曾私下表示，她的弱项
就是本科院校不好，胜在其他成
绩够亮眼。

“我的许多师弟师妹就没有
这么好的机会了，比如一个师
妹，本科‘双非’，拿到的最好的
录用通知就是一所普通高校的，
实在不甘心又去读了博士后。”
李楠楠说。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前程无
忧”的一项相关调研显示，七成
受访者曾遇到第一学历限制。其
中，有四成受访者曾接触到企业
在招聘信息中明确标注了“985/
211本科优先”“仅限统招/全日
制本科”等；近三成受访者表示
在应聘时虽然企业对第一学历
没有明确标注，但仍感受到“隐
形门槛”。

“唯第一学历”扭
曲人才评价标准

招聘系统设置“本科 985/
211”筛掉 80%简历；“双非”本+
985硕的成才率在HR眼中比本
硕985低30%；某985硕士投200
家企业仅 15家给面试，HR直言

“本科太拉胯”……这样的新闻
事件不时被曝出，引发讨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袁
亚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人才就业选拔中过于强调第
一学历，甚至是“唯第一学历”，
严重扭曲了人才评价标准，破
坏了人才成长规律。他直言，

“唯第一学历”的本质是“唯出
身论”，是“唯帽子”，而不是唯
能力、唯本事。

“我们教研组有 30 多个硕
士生，很多本科‘双非’的学生都
非常珍惜机会，也非常刻苦，有

的还拿到了好几个国际奖项，但
在找工作的时候，往往机会却不
如本科 985的学生那么多。”李
楠楠说。

李楠楠告诉记者，去年秋招
开始后，教研组里本硕都是 985
的学生基本上很快就找到了心
仪的工作，且都是知名企业。那
些因本科“双非”被卡在简历环
节的学生只能不断降低标准。

遏制学历歧视需
多方综合施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
业促进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
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
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
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
不得实施就业歧视。实施就业歧
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广东广和（长春)）律师
事务所律师王雨琦说，虽然法律
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并无相应的
行政处罚条款，且缺乏对第一学
历门槛的明确禁止，少数用人单
位守法意识不够，侵权成本低，
再加上应聘者维权意识不足，维
权成本高，进一步纵容了第一学
历就业歧视问题。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
好 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严
禁发布含有限定 985 高校、211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不过，
“明码”歧视虽然少了，但有的企
业以“国内外名校”“国内知名高
校”等模糊表述替代，或在简历
筛选、面试环节设置“隐形门
槛”。

实践中，不少求职者面对不
平等对待，即便知晓可以向劳动
监察部门反映情况，但最终都选
择了“沉默”。有的是因为企业并
未明确说明，难以确定未被录用
是否真的源于第一学历，有的一
心只想尽快找到工作，不愿在投
诉上耗费时间精力，还有的认为
第一学历歧视并非个别企业的
问题，投诉也难以改变现状，徒
劳无功。

“应当进一步完善法律法
规，从源头消除第一学历歧视。
同时，有关部门也要明确就业门
槛定义、违法责任及救济途径，
细化行政处罚条款，激发企业的
守法意识，并让求职者敢维权、
能维权。”王雨琦说。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
委员、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李迎新建议，由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牵头，联合教育
部、公安部等部门，开展人力资
源市场秩序专项治理，通过联合
督查，派员检查、抽查等形式，对
用人单位进行监管，并开通社会
热线，明确举报必查、违法必究，
遏制就业门槛现象。(部分受访
者为化名) 据《工人日报》

谎称赠送游戏皮肤、诱骗进入“明星粉丝群”……

电诈盯上未成年人，该如何防范

“卡”第一学历成为一些企业招聘时的“潜规则”——

“因为第一学历是‘双非’，很多面试机会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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