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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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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报小记者 陆尔雅

骗术虽频繁“变脸”，但若稍加
留心、仔细辨别，就可以发现不法
分子的话术里漏洞百出，其诈骗核
心就是利用留学生本人的焦虑情
绪和身边亲友关心则乱的心理。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针对留学
生的诈骗案件常涉及多个国家和

地区，存在多个管辖的司法机关，
学生有时在立案环节可能会遇到
难点。

事实上，留学生可以在居住国
报案，也可以向中国公安机关报
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只

要是在中国境内实施的犯罪，或中
国公民在境外对其他中国公民实
施犯罪，或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对
中国公民实施犯罪，中国都有管辖
权。

与此同时，对于留学生及身边
亲友来说，做好留学安全教育、了
解骗术手段、筑牢防范意识非常重
要。

仔细分析几桩典型案例后可
以发现，避免落入圈套的其中两个
关键点在于“沟通”和“求助”。“沟
通”是指留学生与亲友之间的双向
沟通，切忌在联系受阻的情况下着
急汇款，务必要保持冷静和理性判
断。“求助”则能将产生的损失降到
最小，若意识到可能被骗，要立刻
联系当地警方、收款行所在地警方
和汇、收款银行报案，争取冻结止
付，同时也可向中国驻外使领馆寻
求支持和帮助。

雅思机考中心
落户深圳

继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之
后，雅思机考首次落户深圳。日
前，深圳赛格雅思机考中心正式开
幕，并于近日举办了首场考试。

作为国内最早设立的雅思考
试中心之一，深圳雅思考试中心此
次成为首个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和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共同管理的机
考考点。机考考场占地1000多平
方米，提供40个标准雅思机考考位
以及每天3场、每周7天的雅思机
考服务。

深圳机考中心是自雅思考试
复考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全新启
动的第二处机考考场。此前，雅思
上海机考中心正式举行了首场考
试。

受疫情影响，自今年1月31日
起全国各类雅思考试均按要求取
消，直至7月开始逐渐恢复。考试
恢复后，除纸笔考试新增多个考试
日期，各机考中心每天还开放至多
3场雅思机考，其中包括一场用于
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机考。此
外，新增机考及部分纸笔考试采用
了今年创新的视频通话口语考试。

（人民日报）

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
已》中，主人公之一的王漫妮为了
进一步提升自我，做出了出国留学
的决定。“工作之后还能实现我的
留学梦吗？”在某问答类网站上，这
个话题已有 40 多万浏览量、近
2000人关注。笔者翻看网友答案
之后，看到支持留学的占大半，但
其中也有不少网友道出了心中顾
虑，踟蹰不前。

留学可以探索另一种文化，拓
宽眼界、增长才干、积累阅历。然
而，当同样的选择放在“大龄”留学
生面前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现
实压力。如果单看“留学投资回报
率”，值吗？要和亲友远隔万里，要
面对家长“催婚”的压力，出国再耽
搁几年，未免太折腾了？要面对毕
业回国之后求职市场的不确定性，
如果职位反而不如从前，岂不是亏
本吗？

去还是不去？关键还是要考
虑清楚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出
国读书。

对一些工作岗位来说，国外学
习经历有利于实现自身的发展转
型，能够借力进入职业生涯更高阶
段。另一方面，要跳出结果导向的
思维定式，不要太过功利地对待留
学。眼界与阅历是一个人的软实
力，却不一定会在回国后直接与薪
水挂钩，要是抱着单纯“升职加薪”
的功利目的出国留学，则很可能南
辕北辙，最好作罢。从长远来看，
留学对个人发展的提升效果一定
会逐渐显现，这是一笔对自己的价
值投资，看的是远期回报。

疫情之下，警惕海外诈骗多种套路
近年来，针对留学生及其家长实施的诈骗案件屡有发生，疫情期

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海外学子急于回国的心理，通过多种话术实施
诈骗。海外学子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从而更好地
保护自己，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了访美学
者及上百名留学生在网上通过所
谓“票务代理”购买回国机票被骗
的遭遇。其实，早在今年三四月
份，留学生购买回国机票被骗的案
件就时有发生，所谓的“票务代理”
打着能购票的幌子行诈骗之实，如
今故技重施。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
爆发已有数月之久，且目前多个国
家确诊人数仍处于上升趋势，还有
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疫情反弹。
对涉世未深的海外学子来说，在紧
张、焦虑的心情之下，心理防线易
受到冲击，不法分子正是看中了这
一点，诈骗套路也在升级。

除了留学生及其家长，一些诈
骗甚至瞄准了留学生在国内的同
学、朋友。

6月初，有网友曾分享过自己
差点中招被骗钱款的经历。不法

分子通过使用与留学生本人近乎
完全相同的头像和账户名，伪装成

“高仿号”，联系在网络平台上与留
学生往来互动密切的好友，利用留
学生由于时差一段时间内确实联
系不上的空隙，以自己回国需要加
急出票、只能使用国内银行付款为

由请朋友帮忙代付。
这位网友差点信以为真，又怕

自己的好友错过了买票回国的时
机，因此想帮他代付购票，万幸的
是当时由于网络问题钱款一直没
有转账成功，这也给了他冷静思考
的时间，从而避免了财产损失。

谨防机票骗局

筑牢防范意识

“三十而已”
看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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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梳理后发现，疫情期间，
一些已不新鲜的诈骗套路换上“新
装”重新登场，归纳起来大致分为
以下几种：

“涉嫌犯罪”诈骗——
留学生会接到以国际物流公

司、中国驻外使领馆甚至公检法单
位名义的电话，称自己邮寄的非法
包裹被拦截，并以“涉嫌洗钱”“已
列入签证黑名单”“将被驱逐出境”
等一系列话术相威胁，骗取学生将
钱款转移到“安全账户”，以“接受
调查”。这种骗局在留学圈极为常
见，记住骗术最核心的一点就能准
确识别——所有在电话中要求转
账汇款、索取银行账户等个人财务

信息的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诈骗。
“绑架”诈骗——
就在不久前，中国外交部“领事

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近期
海外连续发生多起针对留学生的诈
骗案件，以“绑架”为名，使当事人及
家属蒙受巨大财产损失，身心健康
亦受到严重影响。事实上，在不法
分子不断升级的骗术中，一些“绑
架”诈骗已与“涉嫌犯罪”诈骗相糅
合。比如，在不久前发生的一个电
信诈骗的真实案例中，留学生被冒
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的不法分子骗称
寄往上海的包裹中发现十几张银行
卡与身份证，涉嫌卷入案件，威胁索
要保释金，留学生无奈只能再编谎

向父母求助，当骗子发现有被揭穿
的风险时，以不能泄露案情为名要
求留学生不能与外界联系，骗子借
机联系家长，谎称留学生被“绑架”，
由此索要百万元赎金。

票务诈骗——
骗子会要求先支付定金，再以

转款备注不能识别等理由要求重
新打款，若是发现留学生起了疑心
会百般劝说，甚至声称将给其退
款，以骗得留学生信任。留学生需
要注意的是，票务代理市场鱼龙混
杂，学生在购票前务必要辨别对方
是否真的具有票务代理资质，可在
一些专门查询公司资质的平台上
先行了解，绝不可掉以轻心。

骗术“新瓶旧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