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于我们第一次离开家门，开始
远行，到了异地他乡，来到了梦寐以求
的“象牙塔”。但是身处在这样的象牙
塔内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因
为，“校园小社会，社会大校园”，社会
中存在的那些不安全因素在校园里一
样存在。盗窃、火灾、诈骗、性骚扰甚
至传销，等等。所以，从我们入校的那
一刻起，就要警惕各种不安全因素，并
且学习并掌握相关的应对措施。我们
要时刻紧绷防骗防盗这根弦，不断提
高自己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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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第一课：天下无贼

七类骗局须防范

宿舍防盗时刻记

安全意识要时刻保持，即使是在自己的宿舍里。

第一，在宿舍里，我们应该尽量少放或者不放现金；二

是要将手机，电脑，钱包等贵重物品放好，不用的时候

及时收起，离开宿舍时，随手关好宿舍门窗，防止个人

财 产 被 小 偷 顺 手 牵 羊 盗 走 ；三 是 要 保 管 好 自 己 的 钥

匙，如有丢失要及时向宿舍管理部门反映；离开宿舍

时一定要记得用钥匙将门反锁，即使是短暂的离开，

也不能掉以轻心。同学们有时出门随手带上门，以为

门已经关上了，但其实门只是虚掩着，很容易就能推

开。并且如果不用钥匙将门锁住，不法分子可以用银

行卡或饭卡等类似的卡片轻易将门打开，所以用钥匙

把门锁上一道门是很有必要的！

出行财物多留心

日常出行，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

乘坐公交车是同学们最常见的出行方式，平日里从

火车站出发或从学校出发坐公交的人都会特别多，在拥

挤的环境中就不免有人容易浑水摸鱼。在各种离校，返

校，外出旅游等人流高峰期都是发生盗窃事件的高发

期，我们要更加小心防范。外出时，尽量不要携带过多

现金在身上，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要放在近身里面的

口袋，不要随手放在外套口袋里，也不要放在后背的双

肩包里；如果将手机、钱包等放在我们的双肩包和单肩

包里，一定要将包包放在前方，或者是实现范围内，最大

程度的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同时，出行的时候还要注

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安全问题是我们要一直关注的话题，要时刻注意，防

微杜渐，警钟长鸣。对于入校的新生，初来乍到，对本班

级的同学也不熟悉。大家可以组织开展一些班级活动来

活跃气氛，并提醒新生们安全意识时刻保持。同时，我们

的校园也需要大家携手努力，来创造一个安全文明的学

习环境和成长环境。大学是人生成长中最难忘的一段经

历，也是我们终生的财富。希望通过大学这个平台，自己

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使我们的未来更加辉煌。

骗局一：上门推销找代理

骗子上门推销文具，而且每样物品的价

格极其便宜，推销人员还会建议学生勤工俭

学，部分学生憧憬大学勤工俭学就很容易动

心，上当后骗子就从数量上做手脚。例如，学

生付了 300 件物品的钱，但真的去数时就 100

多件。看上去很便宜，但实际上了当受了骗；

也有上门或论坛发帖称要招学校代理卖饰品

或化妆品，不仅给抽成，卖不完了还能退，程序

方面有合同有证件，看上去似乎很正规。事实

上这些饰品可能以次充好，卖不出去不说，真

要退货就找不到人了。

骗局二：假装丢手机问路

多数大学校园对步行者不会阻拦，于是就

有部分不法分子进入校园，声称自己找人，但电

话丢了（没电了），开始先问路，然后请求借手机

打电话，甚至有要求借笔记本电脑的。新生的

防范意识弱，相对善良，就会给予帮助，最后不

是手机丢就是电脑丢；还有人开车问路，然后假

装听不懂，请学生上车带路。上车后嫌疑人摇

上车窗锁了车门就将学生带走敲诈勒索。

骗局三：涉及钱财须谨慎

盗取他人 QQ，假装好友，要求朋友或家

人寄钱，充游戏币；摇微信认识后，进行一系列

的诈骗活动。在这方面，学生一定要打电话跟

本人确认清楚。

部分新生刚有手机，还比较新鲜。收到

诈骗短信时还不会辨认，相反太兴奋，还不和

舍友说，等上当后说了才反应过来；还有同学

接到电话说信用卡被盗刷，焦急状态下听取犯

罪分子的指导转账，直到钱被转走才恍然大

悟。

随着各种社交软件和网站的广泛应用，

在互联网上出现类似电话诈骗的情况也是越

来越多。其中有一点与电话诈骗不同的是，在

互联网中会出现一些钓鱼网站、风险网站，有

的时候那些钓鱼网站会做得以假乱真，从而误

导你的判断力。因此在涉及自己个人信息的

填写时，尤其是和钱财相关的信息时，一定要

思虑再三，不要轻易地将其泄露出去。

骗局四：免费体验是噱头

在街上时常会遇到商家的免费体验宣

传，拉上学生进入店里体验，特别在化妆品方

面尤其多这类骗局。商家在体验中会询问是

否要使用某些产品，学生误以为这是免费体验

的一部分，体验后商家以你使用了多少产品为

由，收取高额费用；部分商家是在免费体验之

后要求办卡充值，学生认为自己体验了，但不

充值不好意思，因而受骗。

骗局五：事关押金要小心

大学校园中想要勤工俭学的学生越来越

多，但勤工俭学一定要找对工作，凡是以各种

理由要求先交押金的都要谨慎。

在确定要这份工作前可以先打电话给辅

导员，让老师知道情况，与老师商量。

骗术千变万化，防不胜防，但终究是利用

学生们的单纯善良，黑手伸向的是学生的个人

财产。学生没有经济来源，钱被骗后可能造成

个人生活成问题，又不好意思向家人再要钱，

以至于走向违法道路。学生们应该明白，天上

不会掉馅饼，涉及到个人财物就一定要多长个

心眼,防人之心不可无。

骗局六：面对“学长”要冷静

某高校开学，迎来 1 万多名新生，有新生

刚踏入校门，马上上了一堂诈骗“体验课”——

多名新生被冒充为辅导员、学生会学长的不法

分子上门骗取钱财。

每到新生报到时，会有老师还有学长学

姐，义务忙着接待新生们，答疑解惑，帮提行李

带路。但有部分不法分子，想借此机会浑水摸

鱼，利用新生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劣势，故意冒

充老师，高年级学长学姐，主动前来套近乎，献

殷勤。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冷静，首先不要轻易

的把行李等物品给予他人提携，先通过交谈初

步判断他的身份是否属实。而且要看此人是

否佩戴正规的工作证,在不确定对面人真实身

份的情况下要坚决拒绝他的帮助。

骗局七：上门推销多“假冒”

在所有繁琐的报到手续都完成后，就可

以在新宿舍稍事休息了。这时会有人来敲你

的房门了，多是些在开学期间赚点外快的推销

员，他们走向了新生寝室上门推销。对此，第

一我们不要觉得拒绝会显得不好意思，不论他

如何滔滔不绝地讲，我们不需要就要坚决的说

不；第二就是不要想着贪小便宜，如此上门推

销的产品，看似与正规商店的一样，但是价格

差别很大，恰恰大多数产品质量不足，到最后

是便宜没占成还得重新去超市购买，这就得不

偿失了！

防盗要点记心中

——摘自安徽中医药大学新生入学教材《我的大学我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