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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检察官表示，随着打车、餐

饮、旅游等服务行业的互联网化，刷

单骗补案件越来越多，不仅仅是“饿

了么”订餐平台遭“刷单蛀虫”肆虐，

其他互联网服务平台也普遍遭受刷

单困扰。值得警惕的是，许多普通用

户觉得刷单、骗补行为无伤大雅，最

多只能算违规操作，甚至自己也在享

受着这种灰色行业带来的“福利”。

淘宝中贩卖“首单”红包业务依然有

市场可寻；百度搜索输入“刷单”，显

示搜索结果近亿条，各种刷单平台和

刷单教程让人应接不暇；在互联网企

业内部，不仅出现了不少员工利用职

务便利谋私利的现象，还时有加盟商

作假刷单的情况。对此，检察官提醒

正在刷单或有此意向的人，互联网领

域不是法外之地，恶意刷单套现可能

触犯刑法，且勿因一时贪念而后悔莫

及。 （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刷单、骗补触犯刑法

自制“外挂程序”经营首单红包
郑某在公司上班时经常用“饿了

么”点餐，某次点餐过程中他得知无
限刷取“饿了么”首单优惠红包的方
法，便萌生了在网上开店销售首单优
惠红包的想法。

2015年5月，郑某在网上开设店
铺，通过上网租赁大量手机号设置呼
叫转移、运用安卓手机模拟器软件虚
构手机环境等手段注册新用户，非法
获取“饿了么”送餐平台首单优惠红
包（每笔订餐业务补贴15元左右）。
随后将获取的首单优惠补贴资格以
及获取首单补贴资格的操作教程在
网店出售，5月至10月短短几个月
内，郑某共骗取“饿了么”首单优惠补
贴9万余元。近日，郑某因涉嫌诈骗
罪被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内外勾结”上线虚拟餐厅套补贴
在普陀区检察院今年办理的骗

补案件中，“饿了么”公司还遭遇了内
部员工监守自盗。“饿了么”送餐平台
区域经理李某通过业务往来结识了
餐厅老板赵某、钱某、孙某三人，2016
年三人找到李某，希望其借助在公司
内部工作的机会给予三人平台注册
手续上的便利。于是李某利用自己
及手下陈某的工作账号在“饿了么”
平台上注册了多家无实体经营门店
的虚假餐厅，并为这些餐厅制定并审

批通过一系列返利活动。之后赵某、
钱某、孙某三人便多次冒充顾客在虚
假餐厅中订餐消费，同时又以餐厅老
板的身份接单，上演了一出“自买自
卖”的“骗补”好戏。

李某与餐厅老板内外勾结，利用
虚假订单进行刷单操作，非法获取

“饿了么”订餐平台活动返利钱款百
万余元。近日，李某、赵某、钱某、孙
某四人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普陀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

刷单团队派“间谍”潜入公司
2015年底，周某与大学同学吴

某合谋靠刷单赚取“饿了么”公司活
动补贴金。吴某在了解“饿了么”公
司日常运营方式之后提出，让周某先
潜入“饿了么”公司，在内部帮助吴某
的团队刷单。2016年3月，周某通过
面试进入“饿了么”分公司担任区域
市场经理一职，拥有了上线餐厅的审
批权。遂利用吴某提供的虚假餐饮
店铺信息，上线51家虚拟餐饮店并策
划高额返利活动。吴某的刷单团队
随即利用500余部杂牌手机和电话卡
注册多个账户在虚拟餐厅订餐，非法
获取“饿了么”订餐平台新用户首单减
免的补贴金和优惠活动返利款。经
审查，周某利用职务便利骗取“饿了
么”公司优惠活动返利款共计人民币
57万余元。周某最终因涉嫌职务侵
占罪被普陀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上海市教委消息，今年
将对报考外省市普通高校的上海本
市生源考生继续实行5项优惠政策，
具体包括毕业后户口可迁回、得到相
应的就业信息服务、享受大学生医保、
生源地助学贷款、一次性经济补贴。

根据政策，被外省市普通高校录
取的本市生源考生，入学后可以不办
理户口迁移手续，如户口需要迁往外
省市普通高校的，毕业后户口均可以
迁回并回沪就业，按当年就业政策有
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届时毕业生凭有效期内的《户口
迁移证》、《毕业证书》（或《毕业生就
业报到证》）、拟迁入地《居民户口
薄》或自有（包括直系亲属）房屋产
权证（原迁出地址与拟迁入地址不
一致的，需提交原迁出地派出所开
具的《户籍证明》）到上海市学生事务
中心办理《迁沪落户确认单》和《落户
证明信》手续。

被外省市普通高校录取的本市
生源考生在毕业前一学期内，可登录
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www.
firstjob.com.cn）“学生激活平台”上
海生源外地高校学生服务专区，获得
相应的就业信息服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将大学
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
范围的指导意见》的有关精神，凡被
外省市普通高校录取的本市生源考
生，应按照自愿原则和当地的缴费规
定，通过参加学校所在地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享受相应医疗保险待遇。

同时，本市将继续实行生源地助
学贷款制度。凡被外省市普通高校
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本市生源考
生，均可根据上海普通高校贷款管理
暂行办法，通过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申请上海普通高校生源地贷款，并且
享受相应的政府贴息。在对被录取
到边远省市和生源不足的外省市普
通高校的本市生源考生还将给予一
次性经济补贴。

上海考生报考外省市高校享受
毕业后户口可迁回等5项优惠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2017年

上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评卷

和校核工作已基本完成，中考成绩单

由市教育考试院统一印制，将于7月

18日前发送到区招办，并由区招办和

初中学校发放给考生。

考生（含随迁子女）可于7月6日

18：00 起访问“上海招考热线”网站

（www.shmeea.edu.cn 或 www.shmeea.

com.cn）“成绩查询”栏目或东方网

（www.eastday.com），输入准考证上

的考生报名号（12位数）和报名时所

填的考生证件号码最后6位数字（不

含字母）查询成绩，建议使用谷歌浏

览器或火狐浏览器查询成绩。

考生（含随迁子女）若对本人的成

绩有疑问，可于 7 月 7 日上午 10：00

至7月8日下午16：00，通过“上海招考

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申请成绩复

核。成绩复核主要核查成绩处理各环

节有无差错，不重新评卷。考生本人及

家长不得查阅试卷。复核结果由市

教育考试院自7月9日12：00起通过

“上海招考热线”网站反馈，考生可登录

网站查看复核结果。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2017年中考成绩明晚18：00可查

青年报见习记者 钟雷 通讯员 陆军华

本报讯 暑期临近，做兼职挣点
零花钱成为不少大学生的选择。但
是在寻找兼职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
许多所谓的“轻松刷单”兼职便存在
猫腻。近期，浦东警方就抓获一名以
兼职刷单的名义诈骗大学生的犯罪
嫌疑人。

2017年5中旬，樊某等三名在校
大学生来到浦东上钢新村派出所报
案称，三人加入了一兼职微信群，群
内有人发布了一个利用银行分期贷
款购买手机冲单的兼职业务，称兼
职人员在业务办理完毕后，可以根
据冲单所办理的手机型号获得200
至 500 元不等的劳务费。于是 3 人
与兼职信息发布者王某取得联系，
并在其带领下前往浦东东明路一工
商银行办理个人借记卡，随后前往
浦东昌里路和成山路两处手机卖
场，以樊某等三人的名义分期购买
了多部智能手机。支付了首付款
后，王某向三人支付了约定的劳务
费，并告知三人后续贷款会由其操
作，不需要他们还贷，随后王某带着
手机离开。当晚，三人心有疑虑，便
联系了相应的贷款公司，问询后发现

被王某所骗。
上钢新村派出所民警在接报案

件后立即开展了侦查工作，在樊某等
人的指认下，很快将王某抓获。据
王某交代，其利用微信建立了多个
兼职群，发布办理手机分期业务的
兼职信息并物色对象，在与被害人
谈妥兼职报酬后哄骗被害人到不同
的手机店内以被害人的名义，采用
分期购买的方式购买价格较高的各
种智能手机，王某在支付被害人所
购手机的首付款后拿走手机，并会
哄骗被害人称手机分期款项会由其
支付，让被害人不用去理会。而后
王某将骗得的手机带至闸北天目西
路某手机店销赃。民警随后又将该
手机店负责人抓捕归案。通过缜密
侦查，民警发现王某利用同样的手
段，在短期内共诈骗被害人7名，骗
得手机 13 部，涉案金额达 8 万余
元。现王某和官某已被浦东警方刑
事拘留。

警方提醒：暑期来临，正是学生
族兼职工作的高峰期，面对形形色色
的兼职工作，希望兼职一族都能提高
防范意识，特别是以个人名义和自己
先垫付款的各类兼职工作，三思而后
行，警惕各类兼职陷阱。

大学生暑期兼职需防诈骗陷阱

[相关]

开虚拟店不如开虚假店来钱快？
普陀检察院办理一批“刷单蛀虫”

■都市脉搏
订餐平台、打车软件等互联网服务平台的高额补贴

为消费者提供了不少福利，但与此同时一些“蛀虫”也发
现了这块“沃土”，刷单、骗补在行业内司空见惯，给互联
网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今年，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
察院办理了一系列骗取“饿了么”网络订餐平台补贴的案
件，揪出了一批“刷单蛀虫”。 青年报记者 卢燕

[检察官提醒]

刷单、骗补的“网络蛀虫”给互联网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周培骏 制图


