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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检察官：遇“证书挂靠兼职”要警惕
不用上班就能轻松赚钱？假的！

浦东警方帮助少年走出成长困境

初三男生离家出走住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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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中旬，浦东公安分局
临港新城派出所社区民警尹辰昱
在辖区走访时，目光突然被小区深
处一片僻静的树丛吸引。“这里怎
么会搭着一个帐篷？”带着满心疑
惑，尹辰昱小心翼翼地靠近。掀开
帐篷的瞬间，蜷缩其中、眼神警惕
的男孩让尹辰昱的心陡然揪紧，于
是他立即上前询问情况。
“根本没有人懂我，你不要管

我了！”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孩情绪
激动地喊道。经多方了解，这名男
孩名叫小万，是辖区初中三年级
在读学生，此前因与父母爆发激
烈争执，一气之下离家，在这片隐
蔽角落搭起帐篷作为“秘密基
地”，在此居住已有一周时间。时
值冬春交替，帐篷所在区域昼夜温
差超15℃，小万的安全状况着实让
人担忧。
作为派出所少年服务队成员，

尹辰昱立即将情况汇报所领导，并
迅速联动平安办、居委会、物业等
单位成立工作小组开展工作。通
过与学校沟通，尹辰昱得知小万在
校成绩优异、热心公益，可却在近

期突然产生了厌学情绪，陷入了自
我封闭状态，拒绝与任何人沟通。
自从和小万争吵后，母亲整宿

整宿睡不着觉。她尝试过和小万
沟通，可小万却始终不予理睬。她
想不通，曾经贴心懂事的孩子，怎
么突然就把自己锁进了一个封闭
的世界，而自己作为母亲，竟不知
该如何走进儿子的内心，只能在无
尽的担忧与自责中煎熬。
了解情况后，工作组果断采取

保护性措施，物业将帐篷迁移至配
备消防设施的地下车库独立空间
以消除安全隐患。尹辰昱每日三
次查看探望，还在小万外出时假
装“偶遇”耐心陪伴。得知小万
喜欢踢球后，尹辰昱利用下班时
间，换上运动装邀请他一起踢球，
两人在绿茵场上逐渐搭建起信任
桥梁。
在近两个月的守护中，多方力

量持续协同发力。平安办心理咨
询师通过温情短信、耐心长谈，一
点点敲开少年紧闭的心门；社区
志愿者则以邻家长辈的身份，主
动与小万母亲交流，在闲话家常

中分享育儿智慧；民警尹辰昱更
是主动牵头，邀请小万母亲参与
居委组织的家庭教育学习活动，
让她在学习中不断改进自己的教
育方式。
转机出现在尹辰昱第七次带

着热牛奶夜访小万“秘密基地”的
时候。小万第一次说出了心里话：
“我想考体校，但爸妈只想要高
分。”这句话成了破局的关键。尹
辰昱马上找到了小万的父母和校
方，三方迅速协商，制定了“学业+
特长”的发展计划，让小万看到了
自己的未来和希望，眼中重新燃起
了光芒，对回到家庭和校园也有了
期待。
经过持续关爱，小万于4月中

旬主动拆除帐篷，回归家庭。如今
的他不仅以优异成绩通过初中毕
业升学体育考试，更主动提出补习
文化课，逐渐恢复学业信心。
成长恰似一场跌跌撞撞的远

行，青春的十字路口难免徘徊迷
茫。依托少年服务队，浦东警方帮
助青少年走出成长困境。

本报记者 杨洁

近日，家住南通的吴先
生兄弟俩来到崇明。退休后
的吴先生一直有个心愿，要
为散在各地的族人建家谱，
在寻找崇明这一族脉过程
中，派出所民警帮了他大忙。

吴先生是南通当地的书
法家，多年来一直想为自己家
族修建家谱。其祖籍崇明，爷
爷辈的吴家老兄弟俩在抗战
期间失散。迫于生计，当时
吴先生的爷爷拖家带口离开
崇明岛，漂泊过程中，几个子
女分别留在西安、济南以及南
通，爷爷最后的落脚点在南
通，这支血亲通过书信保持联
系。近年来，兄弟俩凭着这些
书信，将爷爷这边传下来的
后代陆续找齐。此后，他们
更想将爷爷的哥哥，即留在
崇明这边的后代找齐。

今年4月下旬，吴先生兄
弟俩来到了祖父辈曾提到过
的崇明庙镇地区。陆续向周
边老人询问后得知，此前确
有吴姓人家住在这里，但后
来陆续搬离。有了这一线
索，兄弟俩来到庙镇派出所
寻求帮助。

老一辈的吴氏兄弟在上世纪
30年代离开崇明，那时户籍信息不
全。崇明公安分局庙镇派出所社区
民警周俊了解到情况后，带着吴先

生兄弟俩走访原住地周边老
人，获悉吴姓家族已全部迁
离故土。通过人口协查锁定
多名吴姓搬迁人员后，民警
连续拨打十余个电话均无
果，直至最后一位受访者提
及自己93岁的姑姑可能知
情。
经电话核实确认，这位

吴奶奶正是吴先生爷爷的胞
兄之女，也就是他们兄弟俩
的长辈。电话那头的老人虽
记忆已逐渐模糊，仍始终还
记得父辈提及过的离岛亲
人，并在电话里同意吴先生
兄弟俩到家中见面。
兄弟俩喜出望外，不料，

在前往吴奶奶家中时还发生
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吴奶奶
的小女儿张阿姨恰好在家，
见有陌生人上门，误认为他
们是骗子，无论吴先生如何
解释，就是不让他们进门。
吴先生只好再次求助民警周
俊，民警驾驶警车上门讲清
原因，张阿姨这才自嘲原来
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看着精神矍铄的吴奶

奶，吴先生兄弟俩瞬间开怀
大笑，喜极而泣，现场再现了血浓于
水的感人场面。“五一”假期，两家人
见面团圆。

本报记者 解敏

本报讯（通讯员 龚彦菲 记
者 鲁哲）“我反复劝我老婆，她都不
听，只好求助警察了！”近日，闵行公
安分局浦锦路派出所接市民求助，
称妻子高女士疑似遭遇网络诈骗。
民警及时劝阻，成功阻断了这起正
在实施的电信诈骗，守住高女士银
行卡内19万元存款。

原来，高女士半个月前在网上
报名参加直播带货课程，几天后，一
名“课程助理”和她取得联系，安排
高女士上了一堂免费体验课。课
后，根据对方提供的链接，高女士抢
购了2800元的正式课程。然而，客
服随后以“课程只有10个名额”，将
高女士支付的课程费悉数退还。

当高女士感觉“报名无门”时，
对方又表示可帮她再争取一个名
额，并安排另一名“助教”对接，让她
扫码支付了2800元课程费以及
3000元的视频引流费。
为提高带货流量，高女士正准

备根据对方提示提供自己的账户再
次转账时，值班民警施晓松上门
了。但高女士似乎不相信自己被
骗，民警当即告诉她这就是“刷单”
诈骗，后续对方可能会进一步以购
买更多流量、提升服务质量等理由，
要求高女士支付更高费用。
历经一个多小时劝阻，高女士

逐渐醒悟，终止了继续用卡内的19
万元购买流量的想法。

本报讯（通讯员 朱晓菁 记
者 孙云）一健身女教练一周内进
出三家不同的商场，只为盗窃某
知名时尚运动品牌的衣裤。被抓
获后，还屡屡向民警表示自己“实
在太喜欢这个牌子了”……近日，
徐汇警方破获这样一起令人咋舌
的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田某因涉
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
拘留。
日前，西岸治安派出所接到辖

区一商场内的店铺负责人报警，称
店内遭遇盗窃，11件热卖款服装
“不翼而飞”。店长查阅公共视频，
发现一名女性客户短时间内连续

进出店铺三次，且行为举止异常，
有偷盗嫌疑。

接报后，民警调查公共视频发
现，该女子第一次进店后闲逛许
久，不时向员工咨询款式，随后在
店铺深处的货架旁停留，选择角落
位置，用自己的身体作掩护，将货
架上的商品偷偷放入随身携带的
帆布袋里。10分钟后，该女子再次
进入店内故技重施。第三次进入
店铺后，女子向店员咨询了自己的
尺码便离开了商场。

根据线索，民警在一健身房找
到了在此处任职的田某，并查明
田某前几天还曾在徐汇两家大型

商场以同样手法盗窃过该品牌三
件商品，涉案商品共计14件，价值
一万余元。田某交代，自己从事
健身事业，十分喜欢该运动品牌，
一次在商场逛街时，发现店铺员
工无暇顾及所有顾客，便偷了一
条基础款瑜伽裤。有了第一次的
“成功经验”，几天后，田某换了一
家店铺又偷了两件T恤。没被发
现的侥幸心理让田某越发“上
头”，第三次连偷11件，直到将拎
包装满才罢手。
目前，犯罪嫌疑人田某因涉嫌

盗窃罪已被徐汇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购买带货流量险遭骗
闵行民警上门戳破骗局

健身女教练连偷三家运动服装店，落网时道出原因

“实在太喜欢这个牌子了”

把证书挂靠在公司，
不用上班就能轻松赚钱，
殊不知这令人心动的“兼
职”其实是诈骗分子蓄谋
已久的陷阱！李某等人就
以“挂靠兼职”为饵，从多
名受害人处骗取钱款。
2025年3月，上海市金山
区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
李某等人提起公诉。

令人心动的“兼职”
“我们是证书中介公司，可以

帮助办理证书或者介绍挂靠证书兼
职。”2023年8月，王先生接到某劳务
公司电话，称只要把证书挂靠在用
证单位，不用上班就可以轻松赚取
兼职费用，这让他动了心。

在进一步接触后，对方提出需
要王先生承担挂靠操作费，而为了
能顺利拿下兼职，王先生便转了账。
“用证单位项目升级了，还要

有其他证书才能挂靠，不过我们可
以代办。”没过多久，对方又向王先
生提出了额外办理纳税师证、项目
监理师证等新要求。为了不让之
前付的钱款付诸东流，王先生只能
再次向对方转账代办证书。

钱款陆陆续续付了出去，可劳

务公司和用证单位始终没有操作
签约挂靠。为了确认情况，王先生
前往用证单位实地询问，却发现该
公司负责人对挂证的事情并不知
情，甚至和王先生对接的所谓公司
工作人员也是虚构的。
意识到自己落入了诈骗陷阱，

2024年6月，幡然醒悟的王先生向
公安机关报案。

“天降馅饼”有陷阱
事实上，打电话给王先生的根

本不是劳务公司，也并不存在所谓
的用证单位，一切都是李某团伙设
下的骗局……

2022年，李某注册了一家电子
商贸公司，然而公司并没有从事电
子商贸业务，而是提供“证书挂靠
中介”服务。

李某及其团伙往往会以介绍出
租建筑类证书、特种作业证书等专
业技能证书为噱头，并承诺高额酬
劳，从而吸引被害人。一旦被害人
答应挂靠证书，他们就会以证书不
足、证书到期、缴纳派遣费和风险保
证金等为由让被害人缴费。可实际
上，李某等人介绍的用证单位虽然
是真实存在的公司，但这些公司与
李某并没有联系，还有的用证单位
是李某找人注册的“皮包公司”。

2024年8月，公安机关经侦查
后将李某等人抓获。经查，2022年
至2024年期间，李某等人注册多家
公司伪装成中介公司或用证公司，
向被害人虚假承诺办理相关证件
即可获得高额挂靠费，并编造各种
理由诱骗被害人缴费，共骗取多名
被害人500余万元。

检|察|官|提|醒
所谓证书挂靠，就是个人把自

己的证书挂到不相干的单位名下

获取利润。证书挂靠行为在法律

上是明令禁止的，一旦查实，挂靠

双方都要负法律责任。对个人而

言，轻则罚款、没收违法所得，重则

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对企业而言，

有可能面临吊销许可证、巨额罚款

等，甚至还会被拉入行业黑名单。

在遇到“证书兼职”等广告时，

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被不劳而获

的思想诱惑，成为犯罪分子行骗的

突破口。此外，个人也应当树立正

确使用证书的理念，主动承担获得

职业资格后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本报记者 赵菊玲 通讯员 徐杰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