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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刷单 初尝甜头
6月24日，来沪打工未满一年的小王在

兼职猫App上看到了兼职招零工的信息。

于是，她添加了“招聘方”的微信，又按照对

方提供的链接，安装了名为“HHR”的App。

自此之后，她便在平台助理“陈凌”的话术

下，掉进了“深坑”。

“关注商家点赞，为它们的排位充值刷单

就有丰厚回报。”在接到“陈凌”的指令后，小

王通过对方提供的二维码充值后不久，就轻

而易举地收到了“连本带利”的高佣金收益

“充1000元返1200元”。尝到甜头后，小王也

没有了太多的戒心。同时，她发觉在App的

“华海智联项目福利大厅”在线人数少则四五

千人，多则近万人。因此，她感到有这么多人

参与，项目一定如“陈凌”所介绍的那样“很热

门，也很安全”。但让小王万万没想到的是，

平台上大多是虚拟的“数字僵尸”，而被“围

猎”的正是他们这样的“待宰羔羊”。

记者从小王提供的App截图上发现，平台

发布的“华海智联”项目有两种：一种是商家关

注项目，另一种为商家排位项目。项目经理

称，“华海智联”是正规合法的购物及兼职平

台，完成活动可获得相对应的酬劳，工资是（充

值额）20%—30%，由银行回款。为了让小王

等“兼职者”彻底放下戒备，项目经理还信誓旦

旦反复强调，活动有担保协议，商家已缴纳

1000万元的保证金，不用担心资金安全。

层层设套 吃干榨净
据悉，小王参与的是“商家排位”项目分

为“排位（充值）1000元，到账1200元”“排位

（充值）5000元，到账6500元”“排位（充值）

30000元，到账39000元”“排位（充值）50000

元，到账65000元”等多个档次。

就在小王再次“充值刷单”1000元后，

“陈凌”告诉她操作错误，要“连续参加两次才

能补救”。为了能尽快实现所谓的“财富梦

想”，小王又刷了两笔大单，先后共充值

35000元。就在她满怀憧憬地等待平台返款

45500元时，却被平台告知“在上海没有缴纳

社保，信誉分不够”。

眼见着付出去的36000元就要“打水漂”，

小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平台抛来了

“救命稻草”：只要充值买信誉分就能拿到返

款。“无路可走”之下，小王又搭进去了25000

元。而她的“噩梦”远没有结束，平台的坑钱套

路一个接一个。“陈凌”又突然告知小王，她的

返款都被冻结了，“只要再付3万多元的验资

费，这些钱就会一次性打进你的账户，否则将

无限期冻结在平台里”。为了“解冻”，小王又

鬼使神差地充值了39900元。

“我刚来上海工作不久，每个月只有五六

千元的收入，本想着利用业余时间打打零工

赚生活费，没想到最后被坑得如此惨。这么

多的钱都是对方在线上教我从网贷平台上借

来的，我甚至都不敢告诉家里人。”话到此处，

小王是“惊魂未定”，声音都在发抖。而就当

小王借完所有能借的网贷平台，包括美团、京

东、花呗、借呗、甜橙借钱、小芽借钱后，对方

仍没有放过她——小王最后一笔借来的

10910元也被“吃干榨净”，以“第三方验资”

的名义又落入了平台的口袋。

诈骗陷阱 如何防范
记者查询到HHRApp上与“华海智联”

同名的广州华海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的联系方

式。经过采访沟通后了解到，该公司曾于6

月份接到多名“兼职者”讨要退款的来电，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回称，他们从没有发布过所

谓的“充值刷单”项目，公司已经报警。记者

又询问该公司的业务领域及范围，但对方称

无可奉告。

如今已是“山穷水尽”的小王后悔不迭，

向父母坦陈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随后，她向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横沔派出所报了案。

据了解，警方已对此事立案调查。而据小王

所述，能否追回损失并不乐观，这笔钱款很可

能已被平台全部转移取走。

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秦裕斌

指出，小王有极大概率陷入了以“刷单兼职”

为诱饵的诈骗陷阱。“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

为，商家付款请人假扮消费者购买店铺商品，

以虚假业绩及好评来提高网店排名，获得购物

平台权重等级，以更多的流量来吸引更多消费

者。这中间已存在着一定的“欺诈性质”。

秦裕斌提醒，对于网络上任何以“轻松赚

钱”“零投入、高回报、日清日结”为噱头的“刷

单”兼职信息，都应警惕其诈骗行为的本质。

“天上不会掉馅饼，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好

事。市民在避免自己上当受骗的同时，应该积

极向公安部门举报，营造全民反诈的氛围。”同

时，秦裕斌提出，相关平台在审核、推送广告信

息时，也有义务排摸、清理这种涉嫌诈骗的内

容，严格防范“刷单诈骗”行为的出现。

目前，小王的父母正帮着女儿一起还贷，

他们指出，女儿刚刚入职，也没有太多积蓄，

但为何一次次都能从网贷平台轻而易举地借

到钱呢？如果机构能加强放贷全过程审核，

是不是也能给当事人设上一道“防火墙”呢？

对于事情的进展，“新民帮侬忙”将继续

关注。 本报记者 王军

做兼职误入陷阱
为刷单四处举债

来沪打工者一步步走进“套
路”，被“坑”了11万余元后才报警

本报讯（记者 李晓明）8月19日，本

报第7版刊发《上下夹攻“魔音灌耳”附

近居民夜不能寐》的报道，反映青浦融

信 铂爵小区居民遭遇“楼顶冷却塔，楼

下充电桩”的噪声折磨，整幢楼居民苦不

堪言的情况。此事随即引起相关部门的

重视，采取降噪措施，情况大为改观。

融信 铂爵小区位于青浦区大盈浦

路，小区对面就是东渡蛙城商场。商场楼

顶装了24个冷却塔，24小时全天开启，发

出的“嗡嗡”声让人烦躁不堪。更让居民

无语的是，居民楼沿街地面又新建了8台

充电桩，共有16支充电枪，每天不少社会

车辆来此充电，噪声不绝于耳，而且充电

桩也是24小时开启，居民听到的

噪声从之前的冷却塔独奏变成了

“上下二重奏”的“魔音灌耳”，闹

到居民“神经衰弱”。

针对商场冷却塔噪声问题，

属地街道现场查看，并与东渡物业沟通，

物业同意在经营期间（每日10时—20时

30分）开启两组冷却塔（总共12组），其余

时间关闭冷却塔，降低噪声对居民影响。

关于充电桩的噪声问题，目前充电桩运营

公司也采取了降噪措施。居民反馈，目前

全部8台充电桩上的散热风扇处，已经都

安装了一个不锈钢的防噪盖，噪声影响已

有明显改观。

本报讯（记者 季晟祯）7月
16日，本报7版《楼顶天沟开裂

下雨天阳台漏水》报道反映宝山

区锦秋路699弄锦秋花园的钱先

生一家饱受漏水折磨，因天沟位

置产生裂缝造成阳台漏水，给生活带来诸多

不便。日前，钱先生致电本报表达感谢，称

物业已派人上门维修，解决了漏水问题。

钱先生所在的小区房龄近30年。由

于年久失修，楼顶天沟老化开裂，下雨的积

水就会从裂缝中漏到他家阳台。前些年裂

缝小，墙体只是轻微渗水，虽墙面会起皮脱

落但并不影响生活。今年以来，每

逢雨天，阳台从渗水变成大

量漏水，这样的情况让他很是苦恼。他多

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钱先生称，报道刊登后，引起相

关部门重视，物业公司再次派人

上门查看并与他沟通了整修方

案，约定等过了夏季高温日

就来维修。目前已对天

沟进行了翻修，下雨

天漏水情况

将不会再

出现。

楼顶冷却塔减少开 楼下散热扇装盖子

噪声“上下夹攻”缓解了
物业上门维修楼顶开裂天沟

阳台终于不再漏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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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徽来沪打工的小王向“新民帮侬忙”求助称，自己6月底
在兼职猫App上找寻兼职，误信了“打字聊天”“文档处理”就能赚
钱的花言巧语，下载了一款名为“HHR”的App。在为商家排位“充
值刷单”中，她被对方以“信誉分不够不能提现”“账户被冻结”等为
由一步步深深套牢，多次向多个平台借贷，结果是“负债累累”。“不
仅被‘坑’了11万余元，还欠着一大笔贷款……”

■ 平台诱导小王通过网贷借款充值

■“华海智联项目福利大厅”内显示
有5587个成员，多为“数字僵尸”

■“华海智联”以反诈名义发布诈骗信息，

极具迷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